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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宜作为长久可靠的管材在排水工程建设中推广使用。为了在室外排水

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中合理地应用球墨铸铁管道，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质量可

靠、经济合理，特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广东地区新建、扩建及改建的城镇、居住区、工业区的室外球墨铸铁排水

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1.0.3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公称直径范围为 DN150mm～DN3000mm，包括有压和无压管道，工

作压力不大于 1.6MPa，敷设方式可采用埋地或明装。 

1.0.4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输送介质包括污水、雨水、合流污水、工业废水和再生水，温度为 0℃

~50℃，其中污水、合流污水和工业废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1962的有关规定。 

1.0.5  除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的国家、地方及行业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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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球墨铸铁排水管 DI pipes for sewerage application 

球化铁液经过高速离心铸造、退火、水压试验及内外防腐处理等工艺生产的直管，应用于

排水工程的管材。 

2.1.2  球墨铸铁排水管件 DI fitting for sewerage application 

采用球墨铸铁铸造的弯头、异径管、三通、四通等铸件，满足管线偏转、分水、变径、特

殊连接等功能。 

2.1.3  接口 joint 

管和管或管件之间的连接部位，通常采用密封圈或密封垫密封，包含滑入式柔性接口、机

械式柔性接口、自锚接口、法兰接口等形式。 

2.1.4  土弧基础 arc shaped soil bedding 

用砂砾回填或原土开挖而形成的，用于支撑管道结构的弧形基础。由管底基础层和管底腋

角两部分组成。 

2.1.5  水压试验 water pressure test 

以水为介质，对已敷设的有压管道采用满水后加压的方法，来检验在规定的压力值时，管

道是否发生结构破坏以及是否符合规定的允许压力降标准的试验。 

2.1.6  闭水试验 water obturation test 

以水为介质对已敷设的无压管道所做的严密性试验。 

2.1.7  球墨铸铁检查井 DI inspection chamber 

采用球墨铸铁铸造，且在工厂内完成内外防腐层的成品检查井。 

2.1.8  允许工作压力  allowable operating pressure 

管或管件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安全承受的最大内部压力，不包括冲击压，代号 PFA。 

2.1.9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maximum allowable operating pressure 

管或管件使用中可安全承受的最大内部压力，包括冲击压，代号 P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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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水力计算 

Q—设计流量； 

C—流速系数； 

ν—流速； 

A—水流有效断面面积； 

I—水力坡降； 

n—粗糙系数； 

R—水力半径。 

2.2.2  沟槽开挖 

B—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 

DE—管道结构的外缘宽度；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b2—管道一侧的支撑宽度。 

2.2.3  闭水试验 

Q1—允许渗水量； 

D—管道内径； 

q—实测渗水量； 

W—补水量； 

T—实测渗水量观测时间； 

L—试验管段的长度。 

2.2.4  管道上的作用和作用效应 

R—管道结构抗力设计值； 

S—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2.2.5  材料性能   —管材弹性模量；    —管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γ —管材重度； 



 

4 
 

2.2.6  几何参数   —管道的计算直径； 

ℎ —管底以下部分人工土弧砂基础厚度； 

2.2.7  计算系数    —结构重要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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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材管件、接口及附属构筑物 
 

3.1  一般规定 

 
3.1.1  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和附件的技术性能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用球墨铸铁管、

管件和附件》GB/T 26081的规定。 

3.1.2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管、管件、检查井及其配套等产品应标明生产厂家、产

品标准、材质、规格、生产批号等，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且具有产品合格证等有效证

明文件。 

3.1.3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管、管件、检查井及其配套等产品宜设置便于查询的数

字芯片或电子标签（二维码）。 

3.1.4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管、管件、附件及检查井的内外防腐涂层应按照订货要

求在工厂内制作完成，且应符合相应的国家产品标准。 

3.1.5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管、管件、附件及检查井的表面不应有裂纹、重皮，局

部凹陷、铸造缺陷，毛刺以及飞边应已清除。 

3.1.6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应依据C压力等级或K壁厚等级进行分级，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A，

壁厚级别见附录 B。管件壁厚等级不应低于 K12。 

3.1.7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实施单位应组织填写订货信息表，并按照设计文件和订货信息表

订货，如表 3.1.7所示：  

表3.1.7  订货信息表 

产品信息 

产品厂家  产品名称  

供货日期  产品标准  

管径  压力或壁厚等级  

内防腐要求  外防腐要求  

标准长度  接口型式  

PN 值  密封圈  

工程设计信息 

排水系统  所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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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段井编号  输送介质  

设计流速  设计坡度  

埋深  施工方法  

回填要求  基坑支护方式  

地基处理  断面形式  

工程建设信息 

参建单位信息  验收信息  

 
3.2  管材 

 
3.2.1  标准球墨铸铁排水管由承口、直管段和插口三部分组成，内外喷涂防腐层，其结构型式

如图 3.2.1所示： 

 
图 3.2.1 普通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型式示意图 

3.2.2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应由承口、直管段和带有顶推法兰的插口三部分组成，内外喷

涂防腐层，外部再包裹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如图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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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带注浆孔的顶管用排水球墨铸铁管 

 
(b)  带注浆孔的顶管用排水球墨铸铁管 

图 3.2.2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示意图 

1—球墨铸铁排水管；2—护套；3—顶推法兰；4—注浆孔；5—注浆孔丝堵；DE—管道外径；DJ—顶
管管材外径；Lu—顶管标准长度 

3.2.3  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公称壁厚、最小壁厚或压力应通过附录 A 壁厚与压力计算方法计算

得出。标准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公称壁厚的选择参见附录 B 壁厚选择，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

管公称壁厚的选择参见附录 C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结构图及尺寸参数，管道测量出的

壁厚不得小于最小壁厚。 

3.2.4  球墨铸铁排水管及管件的外径 DE及公差应符合附录 D的规定。 

3.2.5  DN1000及以下承插管的标准长度宜为 6m，DN1000以上承插管的标准长度宜为 6m或

8.15m，其长度制造公差为-30mm/+70mm。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标准长度可为 1m、2m、

3m、4m、6m，DN700~DN2000 的长度制造公差为±10mm，DN2000 以上的长度制造公差为

±15mm。自锚接口管道的标准长度由制造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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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和附件的材料力学性能应符合《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

GB/T 26081的规定，如表 3.2.6所示： 

表 3.2.6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材料力学性能 

铸件类型 

最小抗拉强

度 Rm 

（MPa） 

最小屈服强度 Rp0.2 

（MPa） 
最小断后伸长率

（%） 

DN150～
3000 

DN150～1000 DN1100～3000 
DN150
～1000 

DN1100
～3000 

A≥
12％ 

A＜12％ A≥10％ A＜10％ 

离心铸造管 420 270 300 270 300 10 7 

非离心铸造管、管

件、附件 
420 270 300 270 300 5 5 

注：公称直径DN150～1000离心铸造管压力分级时设计最小壁厚不小于 10mm时或壁厚分级时超过 K12
时，最小断后伸长率应为 7％。 

3.2.7  离心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和附件的布氏硬度值不得超过 230HBW，非离心球铁管、管

件和附件的布氏硬度值不得超过 250HBW。 

3.2.8  埋地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和检查井外防腐涂层主要包括标准防腐涂层、较强防腐涂层、

强防腐涂层三种类别，涂层具体要求如表 3.2.8所示： 

表 3.2.8  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和检查井的外防腐要求 

涂层等

级 
腐蚀性

等级 
涂层做法 管的标准要求 管件和检查井的标准要求 

标准防

腐涂层 
弱 

宜采用金属锌/
富锌涂层与终饰

层组成的双层涂

层 

涂层质量应符合《球墨铸铁管外

表面锌涂层 第 1部分—带终饰
层的金属锌涂层》GB/T 

17456.1。 

涂层质量应符合《球墨铸铁管外

面表锌涂层 第 2部分—带终饰
层的富锌涂料涂层》GB/T 

1756.2. 

较强防

腐涂层 
中 

宜采用标准防腐

涂层，再外包聚

乙烯膜 

聚乙烯膜质量应符合《现场安装

聚乙烯套球墨铸铁管线》GB/T 
3617。 

聚乙烯膜质量应符合《现场安装

聚乙烯套球墨铸铁管线》GB/T 
3617。 

强防腐

涂层 
强 

宜采用聚氨酯涂

层或环氧类涂层 

聚氨酯涂层质量应符合《球墨铸

铁管和管件—聚氨酯涂层》
GB/T 24596；环氧涂层质量应符
合《球墨铸铁管、管件及附件—
环氧涂层（重防腐）》GB/T 

34202。 

聚氨酯涂层质量应符合《球墨铸

铁管和管件—聚氨酯涂层》
GB/T 24596；环氧涂层质量应符
合《球墨铸铁管、管件及附件—
环氧涂层（重防腐）》GB/T 

34202。 

3.2.9  内防腐涂层主要包括标准防腐涂层、较强防腐涂层、强防腐涂层三种类别，涂层的具体

要求如表 3.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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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和检查井的内防腐要求 

涂层等级 适用介质 涂层做法 管、管件和检查井标准要求 
标准防腐

涂层 
雨水/再生
水 

普通硅酸盐水泥砂浆

内衬 
质量应符合《球墨铸铁管和管件——水泥砂浆内衬》

GB/T 17457。 

较强防腐

涂层 

污水/合流
污水/雨水/
再生水 

铝酸盐水泥砂浆内衬 
质量应符合《球墨铸铁管和管件——水泥砂浆内衬》

GB/T 17457和《球墨铸铁管和管件 水泥砂浆内衬密
封涂层》GB/T 32488 

强防腐涂

层 
工业废水 

聚氨酯、环氧或环氧陶

瓷涂层 

聚氨酯涂层的质量应符合《球墨铸铁管和管件——聚

氨酯涂层》GB/T 24596。环氧或环氧陶瓷涂层的质量
应符合《球墨铸铁管、管件及附件——环氧涂层（重

防腐）》GB/T 34202。 

注：1 符合《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中耐化学腐蚀性和耐磨性要求； 

    2工业废水管道宜根据输送介质的腐蚀性程度选用聚氨酯、环氧或环氧陶瓷等涂层。 

3.2.10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插口的椭圆度 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称直径 DN150～DN200，在插口外径 DE公差范围内； 

2  公称直径 DN250～DN600，不超过 1%； 

3  公称直径 DN700～DN3000，不超过 2%。 

3.2.11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外覆混凝土保护层的强度设计等级不应低于 C30。 

3.2.12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宜设置注浆孔以便于顶进施工注入泥浆和工后注入回填材料。 

 

3.3  接口 

 

3.3.1  接口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和《球

墨铸铁管线用自锚接口系统设计规定与型式试验》GB/T 36173的有关规定。 

1  接口的类型及适用条件见表 3.3.1。 

表 3.3.1  接口的类型 

接口类型 对应图号 

柔性接口 
滑入式柔性接口 图 3.3.1-1 

机械式柔性接口 图 3.3.1-2 

自锚接口 
外自锚接口 图 3.3.1-3 

内自锚接口 图 3.3.1-4/图 3.3.1-5  

法兰接口 - 

2  各种类型接口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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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道插口；2——密封圈；3——管道承口 

图 3.3.1-1  滑入式柔性接口示意图 

 
 1——螺栓螺母；2——压兰；3——密封圈 

图 3.3.1-2  机械式柔性接口示意图 

 
1——螺栓螺母；2——压兰；3——挡环；4——焊环；5——密封圈 

图 3.3.1-3  外自锚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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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管道插口；2——钢牙；3——密封圈；4——管道承口 

图 3.3.1-4(a)  内自锚接口示意图 

 
 1——挡环；2——支撑体；3——焊环；4——密封圈 

图 3.3.1-5(b)  内自锚接口示意图 

3.3.2  球墨铸铁排水管及管件密封圈材质应符合《橡胶密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

封圈材料规范》GB/T 21873的有关规定。 

3.3.3  密封圈的外观应光滑平整，不得有气孔、裂缝、卷褶、破损、重皮等缺陷。 

3.3.4  球墨铸铁成品管件与球墨铸铁排水管可采用 T型、K型、法兰接口连接； 

3.3.5  成品球墨铸铁检查井接口型式宜采用 T 型接口或 K 型接口；球墨铸铁检查井的井室与

井筒连接宜采用 T型接口，见图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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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成品球墨铸铁检查井接口示意图 

 
3.4  球墨铸铁检查井 

 
3.4.1  球墨铸铁检查井由井室、井筒、防坠落装置、井座、井盖及其它配件组成，各部位尺寸

应满足 GB 50014的相关规定。 

3.4.2  球墨铸铁检查井井室型式包括直筒流槽式、收口流槽式、直筒沉泥式、收口沉泥式、管

件沉泥式，规格尺寸见本规程附录 E 的规定；内、外壁应涂敷防腐涂层，涂层做法及要求详

见 3.2.8条和 3.2.9条。 

3.4.3  球墨铸铁检查井根据安装位置及使用环境不同分为埋地安装检查井（无压或有压）、河

道内（水下或部分水下）安装检查井以及管廊内安装检查井。 

 
1、防沉降井圈井盖  2、路面  3、垫层  4、防坠网  5、开口器  6、井筒  7、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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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通件  9、挡圈  10、普通井圈井盖 

图 3.4.3-1 埋地安装检查井示意图（无压） 

 
图 3.4.3-2  埋地安装检查井示意图（有压） 

 
1、密封井圈井盖（水下）  2、开口器  3、井筒 4、井室  5、三通件  6、普通井圈井盖（部分水下） 

图 3.4.3-3 河道内安装检查井示意图，  

 
1、普通井圈井盖  2、井筒  3、井室  4、球墨铸铁支墩  5、球墨铸铁排水管  6、检修人孔 

图 3.4.3-4 管廊内安装检查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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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和附属构筑物的设计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给

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CECS142）等国家及行业规范中的有关规定要求。 

4.1.2  排水管道工程设计中，在进行管材选择时，应执行地方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当设计管

径≥DN300时，宜优先采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和成品球墨铸铁检查井。 

4.1.3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可根据排水系统布置需要，采用无压管道或有压管道设计，设计合理

使用年限不得低于 50年。 

4.1.4  管道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地形、地质、地下水位、道路情况、水系情况、原有的

和规划的地下设施、施工条件以及养护管理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4.1.5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壁厚应根据外部荷载、地质条件、防腐要求、运行压力等因素经结

构计算后，根据附录 B选择壁厚。 

4.1.6  设计文件应注明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规格、压力等级、接口型式、防腐涂层等相关参数。 

 
4.2  工艺设计 

 

4.2.1 在进行球墨铸铁排水管道设计时，应掌握全面的基础资料，并进行现场踏勘，经充分论

证后再开展工程设计。 

4.2.2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流量、恒定流条件下的流速可按公式 4.2.2-1和 4.2.2-2计算： 

  =     （4.2.2-1） 

  = 1     ∙      （4.2.2-2） 

式中：Q ——设计流量（m³/s）； 

A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2）； 

v ——流速（m/s）； 

R ——水力半径（m）； 

i ——水力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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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曼宁粗糙系数，按本规程表 4.2.4的规定取值。 

4.2.3  压力管道沿程水头损失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管道宜按海曾-威廉（Hazen-Williams）公式计算： 

  = ℎ  = 10.67  .      .      .   （4.2.3-1） 

 式中：i ——水力坡降； 

l ——管段长度（m）； 

hC  ——海曾-威廉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4.2.4取值； 

Dj ——管道计算内径（m），计算公式见 4.2.3-4。 

2  水泥砂浆内衬的压力管道可按谢才（Chezy）公式计算： 

  = ℎ  =       （4.2.3-2） 

式中：C ——谢才系数； 

R ——水力半径（m）。 

3  谢才系数（C）可采用曼宁（Manning）公式计算： 

  = 1     （4.2.3-3） 

式中：n ——曼宁粗糙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4.2.4取值。 

4  管道计算内径 Dj可按下式计算： 
                     = 0.001[  − 2(    +   )]                 （4.2.3-4） 
式中：Dj ——管道计算内径（m）； 

DE ——管道外径（mm）； 

enom ——公称壁厚（mm）； 

ec ——内衬层公称厚度（mm）。 

4.2.4  管道阻力系数应按表 4.2.4取值。 

表4.2.4  球墨铸铁管摩阻系数 

球管内衬种类 海曾-威廉系数 Ch 曼宁粗糙系数n 

水泥砂浆内衬 130～120 0.011～0.012 

涂料内衬 140～130 0.0105～0.0115 

4.2.5  无压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为 10m/s，污水管道在设计充满度下最小设计流速为 0.6m/s，



 

16 
 

雨水管道和合流管道在满流时最小设计流速为 0.75m/s。有压管道的设计流速宜为

0.7m/s~2.0m/s。 

4.2.6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设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专业规划的要求，管径应按远期规划

的最高日最高时设计流量设计，按现状水量复核，并考虑城镇远景发展的需要，有条件的地区

宜考虑初期雨水进入污水管道的因素；雨水管道设计流量按当地降雨资料计算确定。 

4.2.7  球墨铸铁排水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应根据外部荷载、管材性能、抗浮要求、土壤性质

及与其他管道交叉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管顶最小覆土厚度宜为：人行道下 0.6m，车行道下

0.7m。 

4.2.8  无压球墨铸铁排水管道接口一般不宜偏转，特殊情况下管道接口需要借转，管道接口的

最大允许转角及安装允许转角应符合设计要求或表 4.2.8-1的规定。 
表 4.2.8-1沿曲线安装接口的最大允许转角和安装允许转角 

DN 
滑入式柔性接口 自锚接口 
安装允许转角（°） 安装允许转角（°） 

150～300 3 1.25 

350～600 2 0.75 
≥700 1 0.25 

4.2.9  检查井应设置在管道起点、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坡度改变处、跌水处以及直线管段

上每隔一定距离处。检查井在直线管段的最大间距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的相关规定，并宜考虑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标准长度，以倍数设置，尽量不断管或者少断管。 

4.2.10  球墨铸铁排水有压管道的始点、终点、分叉处以及河道、道路段，应根据工程的具体

情况和相关部门的规定或根据检修需求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检修阀。 

4.2.11  球墨铸铁排水有压管道的隆起点上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排气设施；管道的低洼处，

阀门间管段低处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泄水阀井。 

4.2.12  有压管道接入无压管道系统时，应设消能措施。 

4.2.13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接口型式应按下列条件选用： 

表 4.2.13  接口选用 

接口类型 适用条件 

柔性接口 

普通地质条件下管道敷设时，接口宜采用滑入式柔性接口；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宜采用滑入式柔性接口； 

接口承受轴向荷载作用，埋地管道设计坡度大于或等于 25%或明装管道设计坡

度大于或等于 20%等条件下，采用柔性接口时应采取抗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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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于膨胀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小于 80kPa的软土等地质复杂区域采

用柔性接口时应采取地基处理措施。 

自锚接口 

接口承受轴向荷载作用时，埋地管道设计坡度大于或等于 25%或明装管道设计

坡度大于或等于 20%时，敷设于膨胀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小于 80kPa

的软土等地质复杂区域时，宜采用自锚接口； 

敷设于江、河、湖、海水体下方时，应采用自锚接口。 

法兰接口 与阀门、伸缩节连接或与其他管材连接等。 

4.2.14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与检查井连接，应满足下列规定： 

1 与球墨铸铁排水检查井连接宜采用柔性连接方式。 

2 与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检查井连接宜采用预埋 T 型连接件，也可采用预埋 K 型连接

件，连接件分为非穿越式和可穿越式两种型号，见图 4.2.14-1和图 4.2.14-2。 

 

 

1—T型连接件；2—T型接口 

（a）预埋 T型非穿越式连接件       （b）预埋 T型可穿越式连接件 

图 4.2.14-1  钢筋混凝土检查井预埋 T型连接件与管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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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型连接件；2—K型接口 

（a）预埋 K型非穿越式连接件 （b）预埋 K型可穿越式连接件 

图 4.2.14-2  钢筋混凝土检查井预埋 K型连接件与管道连接 

3 与砌体结构检查井连接时，结合部位应采用混凝土井壁，连接方式应符合本条第 2款

的规定。 

4 与非球墨铸铁检查井连接时，也可采用柔性防水套管。 

4.2.15  球墨铸铁排水管、管件及附属构筑物应根据敷设环境和输送介质性质，选择合适的内、

外防腐涂层，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标注使用位置，涂层类别见表 3.2.8和 3.2.9。 

4.2.16  埋地管道输送污水、合流污水、工业废水时，密封圈应采用丁腈橡胶（NBR）；埋地管

道输送雨水时，宜采用丁腈橡胶（NBR），也可采用丁苯橡胶（SBR）或三元乙丙橡胶（EPDM）。

明装管道密封圈应采用丁腈橡胶（NBR），且宜采用黑色热收缩膜包裹。 
 

4.3  结构设计 

 

4.3.1  管道结构的安全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

的规定。 

4.3.2  管道的结构设计应包括管体、管道基础或支承结构及连接构造；对埋地管道尚应包括管

周各部位土体的密实度设计要求。 

4.3.3  非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应考虑管节、基础及地基的共同作用，按照柔性管道进行结

构分析计算，不考虑非弹性变形引起的内力重分布。 

4.3.4  埋地球墨铸铁排水管在一般地基土质条件下可不进行纵向结构计算，只有在顶进施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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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管口顶压断面进行局部承压核算。承压核算不满足时，可采用加大壁厚等措施。 

4.3.5  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设计应按下列两种极限状态进行：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管道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管体或接口因材料强度被超过而破坏；管

道结构作为刚体失去平衡（横向滑移、上浮等）。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管道结构出现超过使用期耐久性要求的裂缝宽度限制；管道结构出现影

响正常使用的变形量限值。 

4.3.6  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进行强度计算时，应满足下式要求。埋地球墨铸铁排水管 S 及 R

的表达式见附录 F中的公式（F.0.1），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 S及 R的表达式见附录 F中的公式

（G.0.7-1）。    ≤   （4.3.6） 

式中：  ——管道结构重要性系数。污水管道、合流污水管道、工业废水、再生水管道取 1.0，

雨水管道取 0.9； 

S——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抗力设计值。 

4.3.7  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上的作用，可分为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两类： 

1 永久作用应包括管道结构自重、竖向土压力、侧向土压力、管道内水重和地基的不均匀

沉降。 

2 可变作用应包括管道内的地面堆积荷载、地面车辆荷载、地下水浮力和设计内水压力。 

4.3.8  球墨铸铁排水管的计算指标应按表 4.3.8进行取值。 

表 4.3.8  球墨铸铁排水管的计算指标 

性能指标 符号 设计值 

弹性模量 EP 1.7×105MPa 

重度 γi 70.5kN/m³ 

抗拉强度 ftd 230MPa 

4.3.9  埋地有压管道采用承插连接时，在转弯处、分叉处、管道端部堵头处，以及管径截面变

化处应设置支墩、止推墩等抗滑措施，支墩规格应通过计算确定，并满足抗滑稳定性要求，抗

力系数不小于 1.5。 

4.3.10  对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球墨铸铁排水管，应根据最高地下水位和管顶覆土条件验算

抗浮稳定性。验算时，各种作用应采用标准值，并满足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不低于 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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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滑及抗浮稳定的验算应按《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CECS 142）的规

定执行。 

4.3.11  球墨铸铁排水管在准永久组合作用下的竖向变形应满足下列要求：   ,   ≤ ∆    （4.3.11） 

式中：  ,   ——管道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mm）； ∆   ——管的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mm）。   ,   及∆   的表达式详见附录 H及附录 I。 

 

4.4 基础与地基处理 

 

4.4.1  开槽施工的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基础宜采用土弧基础。土弧基础详本规程图 4.5.5。 

1土弧基础必须保证土弧与管节的紧密贴合，土弧中心角应根据地质条件、地下水位、排

水管径、管道埋深等条件确定。 

2 土弧基础的材料可选用中砂、粗砂、石屑、级配砂石、卵石或砾石，其最大粒径不应大

于 25mm。 

4.4.2  土弧中心角度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施工采用的土弧基础中心角应在结构计算的土弧中心角的基础上增加 30°； 

2 对不开槽（顶管等）施工工法，土弧基础中心角 2α按 120°计算。 

4.4.3  管底以下部分土弧基础的厚度可按下式确定，但不宜大于 0.3m。 h ≥ 0.1(1 +  ) （4.4.3） 

式中：h ——管底以下部分土弧基础厚度（m）。 

4.4.4  管道基础在接口部位的凹槽，宜在铺设管道时随铺随挖，凹槽长度 L按管径大小采用，

宜为 0.4~0.6m，凹槽深度 h宜为 0.05~0.10m，凹槽宽度W宜为管道直径的 1.1倍，如图 4.4.4

所示。接口完成后，凹槽随即用砂回填密实。 

 
图 4.4.4管道基础在接口部位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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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管底基础层必须铺设在符合承载能力要求的地基土层上。当遇有软土、回填土等不良地

基时，应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基处理设计。 

4.4.6  常用的管道地基处理方法有换填垫层法、压填毛石法、加筋垫层法、水泥土搅拌桩复合

地基、高压旋喷桩复合地基、预制方桩复合地基等。 

4.4.7  地基处理方法应根据荷载大小、使用要求和地基基础设计等级，结合加固原理、土质条

件、地下水特征、耗用材料、施工条件、工期要求和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选择最佳的地基处理方法。 

4.4.8  当管基下有软弱下卧层时，尚应验算下卧层的地基承载力；对复合地基尚应进行桩身强

度验算。 

4.4.11  敷设在道路下的管道，其处理后的地基应同时满足道路和管道对地基的承载力及变形

要求。 

4.4.12  管道附属构筑物与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地基处理应同步进行。 

 

4.5 沟槽开挖与回填 

 

4.5.1  沟槽开挖应按支护设计进行施工，并保证沟侧边坡稳定。 

4.5.2  沟槽支护设计应计算各构件的内力、侧壁的位移，并验算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抗滑移、

抗隆起、抗倾覆以及抗管涌等。基坑开挖、监测和检测要求及地下水控制应符合 JGJ120《建

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4.5.3  设计应提出对周边环境进行保护的要求和监测的内容，并就开挖过程可能造成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提出保护措施。 

4.5.4  管道设计中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宜按下式进行计算，并可根据现场试验调整：  ＝  + 2(  +   ) （4.5.4） 

式中： ——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mm）；    ——管道结构的外缘宽度（mm）；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mm），可按表 4.5.4采用；   ——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可取 150～200mm。 

表 4.5.4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mm） 

管道结构的外缘宽度 D1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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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插口附近 1m宽度 常规段 

D1≤500 300 200 

500＜D1≤1000 400 250 

1000＜D1≤1500 500 300 

1500＜D1≤3000 700 400 

 
图 4.5.4 沟槽开挖宽度 

4.5.5  回填土的密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规定时，应按表 4.5.5的规定执行。 

表 4.5.5  沟槽回填土的密实度要求 

槽内部位 最佳密实度（%） 回填土质 

超挖部分 ≥95 砂石料或最大粒径小于 40mm级配碎石 

管道基础 

管底基础层 ≥90 
中砂、粗砂、石屑，软土地基处理按本规程

第 4.4.6条规定执行 

土弧基础中心角 2

α加 30° 
≥95 中砂、粗砂、石屑 

管道两侧及管顶以上 ≥85 
符合本规程 5.3.8条要求的原土，且满足路基

回填材料及压实度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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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5 沟槽回填部位与压实度示意图 

 

4.6 顶管设计 

 

4.6.1  顶管场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避开地下障碍物、离开地上及地下建(构)筑物； 

2 顶管管线不应在活动性地震断裂带通过； 

3 顶管穿越河道时的埋置深度，应满足河道规划的要求，并应布置在河床冲刷线以下； 

4 管线位置宜预留顶管施工发生故障或碰到障碍时必要的处置空间； 

5 穿越大堤、河道、高铁、高速、地铁等重要设施时，应通过专家论证并经相关政府管理

部门批准。 

4.6.2  顶管可在淤泥质土、黏土、粉土、及砂土中顶进。下列情况不宜采用顶管施工： 

1 土体承载力特征值   小于 30kPa； 

2 标贯击数小于 2的软土层； 

3 土层中砾石含量大于 30%或粒径大于 200mm的砾石含量大于 5%； 

4 花岗岩球状风化强烈的土层； 

5土层软硬明显的界面上。 

4.6.3  顶管施工过程遇土洞、溶洞时，应先对土洞、溶洞进行物探及补勘，并根据物探、补勘

成果采用回填、注浆等方法对溶洞、土洞进行有效处理后方可继续顶进。 

4.6.4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最大允许顶推力应符合表 4.6.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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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最大允许顶推力 

规格 
最大允许顶推力/kN 

规格 
最大允许顶推力/kN 

K8 K9 K8 K9 

DN400 810 1350 DN1200 4350 7240 

DN450 940 1560 DN1400 5420 9020 

DN500 1150 1910 DN1500 6810 11350 

DN600 1640 2720 DN1600 7420 12360 

DN700 1640 2720 DN1800 7420 12360 

DN800 1980 3300 DN2000 10190 16970 

DN900 2490 4140 DN2200 10190 16970 

DN1000 3050 5080 DN2400 10190 16970 

DN1100 3670 6110 DN2600 14010 23340 

4.6.5  顶管设计应根据地质和周边环境条件，通过计算合理选择壁厚、管道埋深、井间距、中

继间位置、顶管井结构形式等。 

4.6.7  工作井、接收井平面尺寸应根据管径、管节长度、顶管机具、顶管方法综合决定。设计

应对工作井、接收井的沉降、倾斜、应力等提出监测要求和预警值。 

4.6.8  管顶最小覆盖土层厚度宜大于 1.5倍管道外径且不应小于 2.5m；当顶管穿越河道时，管

顶覆土应充分考虑河道演变的冲刷或淤积作用，管节结构内力和抗浮应满足施工和运营工况要

求。当顶管穿越公路、铁路、航道、堤防等重要设施时，管顶覆土应满足相关设施的安全规定。 

4.6.9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与既有管道、周边建(构)筑物基础等邻近时应采取针对性的

保护措施。 

4.6.10  曲线顶管时，相邻管道之间的转角应按照曲率半径、管径、管道长度及接口型式等确

定，且不宜大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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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  装卸、运输与储存 

 

5.1.1  管和管件装运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管与管件不宜与其他材料混装，在车厢内堆放层高可按产品技术标准或厂家要求； 

2 管和管件装卸应采用专用工具，采用两个吊点起吊，严禁用绳子串心吊装。装卸时应轻

装轻放； 

3 运管架支撑面应有弹性缓冲垫层，在运输时应采取防止管道振动、碰撞、移动等措施，

且应做好管壁、接头及内衬层的保护； 

4 存放管和管件的场地应当平整、坚实，严禁将管材放置在尖锐的硬物上； 

5 堆放时必须垫稳，防止滚动，管材应按种类、规格、等级、分类堆放。使用管材时必须

自上而下依次搬运； 

6 管和管件长期存放时，宜用帆布、编织布或其他材料覆盖或放置于棚库内； 

5.1.2  密封圈贮存及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贮存室内温度宜为-5～30℃，湿度不应大于 80%，存放位置不宜长期受紫外线光源照射，

离热源距离不应小于 1m； 

2 密封圈不得与溶剂、易挥发物、油脂和可产生臭氧的装置放在一起； 

3 在贮存、运输中不得长期受挤压。 

5.1.3  起重机在高压输电线路附近作业与线路间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当地电力管理部门的规定；

起重机下管时，起重机架设的位置不得影响沟槽边坡的稳定。 
 

5.2 施工准备 

 

5.2.1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管理体系，制定各项施工管理规定，

并明确贯彻执行体系。 

5.2.2  管道敷设前应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技术交底，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方案

报相关单位及部门审批。 

5.2.3  管道安装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对管材和相关资料进行检查验收。且产

品质量应满足本规程第 3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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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施工前应对上岗人员、所使用设备、工具进行资格排查和安全检查，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保证施工过程的安全顺利进行。 

5.2.5  沟槽开挖与顶管前应编制施工方案，遇特殊情况应补充专项施工方案。当存在深基坑、

暗挖等情况时应组织专家评审。 

5.2.6  施工单位应详细了解沟槽支护体系及对地下水控制的技术要求，明确支护及降、排水工

艺。 

5.2.7  沟槽开挖前施工单位应对沿线已建的各类地下设施及临近地上建构筑物进行调查，组织

鉴定工作并对影响范围内的地下设施及建构筑物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涉及需要迁移的设施应

及时通知有关单位进行处理。 

5.2.8 管道施工前对现场的调查、测量、水准点确定与校核、管道交叉处理、降水、沟槽开挖

及支撑、试验和验收、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268）和本地区的相关技术规程执行。 

5.2.9  临水沟槽尚应调查水流、水位、波浪和潮汐等情况，并应在开挖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河涌涨潮时河水灌入沟槽内。 

5.2.10  施工单位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

现场各种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做好“6个 100%”标准执行准备工作。 
 

5.3  土建施工 

 

5.3.1  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设计文件确定的管道平面位置、高程、施工工艺及结

构内容，未经设计批准不得变更；发现施工图有疑问、差错时，应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如需

变更设计，应按照相应程序报审，经相关单位审批后实施。 

5.3.2  沟槽开挖过程应遵循分层、分段、先支后挖、严禁超挖的基本原则，并应根据监测信息

对设计与施工进行动态调整，做到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 

5.3.3  沟槽开挖时应做好排水措施，防止受水浸泡。若采用人工降水，应待地下水位稳定降至

沟槽底以下 0.5m时方可开挖，且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降排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3.4  开挖沟槽应严格控制基底标高，不得扰动基面。开挖中对基底设计标高以上 0.2~0.3m

的原状土用人工清理至设计标高。如果局部超挖或发生扰动，可换填粒径 10~15mm天然级配

的石料或 5~40mm的碎石，整平夯实。 

5.3.5  雨季施工时，应尽可能缩短开槽长度。发生泡槽应将水排除，把基底受泡软化的表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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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换填砂石料或中、粗砂，做好基础处理再下管安装。 

5.3.6  沟槽边坡稳固后应设置供施工人员上下沟槽的安全梯。 

5.3.7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在严密性检验前，除接头部位可以外露外，管道两侧和管顶以上的回

填高度不宜小于 0.5m；严密性试验合格后，应及时回填其余部分。 

5.3.8  沟槽回填应对称进行，分层回填，分层夯实。回填土中不得含有淤泥、有机物、冻土、

石块、砖及其他杂硬物体。回填土的含水量应控制在最佳含水量附近，且在下层回填材料压实

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上层回填作业。需要拌合的回填材料，应在运入槽内前拌合均匀，

不得在槽内拌合。 

5.3.9 沟槽回填时宜采取临时限位措施，确保管道和附属构筑物不产生位移，同时严格控制管

顶竖向变形。当管道直径较大、管顶覆土较深时，应采用预加变形等措施。 

5.3.10  从管底基础至管顶以上 0.5m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回填，严禁用机械推土回填。附属构

筑物回填应与管道沟槽回填同时进行，不能同时进行时应留阶梯形接槎。 

5.3.11  沟槽每层回填土的虚铺厚度，应根据所采用的压实机具按表 5.3.11规定选取。 

表 5.3.11每层回填土的虚铺厚度与遍数 

压实机具 虚铺厚度(mm) 每层压实遍数 

人工打夯 ≤200 3~4 

震动夯、平板振捣器 200～250 3~4 

平面压路机 200～300 6~8 

注：压路机等重型机械使用于管顶 1m以上及地下水位以上的沟槽回填压实。 

5.3.12  当采用水泥土搅拌桩（高压旋喷桩）复合地基时，宜进行现场试验性施工或根据类似

工程经验确定喷（注）浆材料及其配比、施工工艺和施工参数。如需加入外加剂，外加剂和掺

和料的用量尚应根据试验确定。 

5.3.13  采用高压旋喷桩时，应采取必要的相关措施避免施工时对周边环境造成附加沉降、变

形等不利影响。 

5.3.14  当沟槽采用钢板桩支护时，在回填达到规定高度后，方可拔除钢板桩。钢板桩拔除后

应及时回填桩孔，并应采取措施填实。当采用砂灌填时，可冲水密实；必要时也可采取用边拔

桩边注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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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装 

 

5.4.1  管道安装前应对密封圈逐个检查，密封圈应满足本规程 3.3.3条的要求。 

5.4.2  管道应在沟槽地基、管道基础及管材检查验收合格后安装，安装时宜自下游开始，承口

朝向上游方向。 

5.4.3  下管安装前，应对开槽后的槽宽、凹槽深度、基础表面标高、附属构筑物等作业项目进

行检查，沟槽内应无污泥杂物，基面无扰动。检查合格后才可进行下一步工序的施工。 

5.4.4 安装前将承口槽内的杂物清理干净，并根据管径大小将密封圈弯成不同等份装入管承口

内，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管道安装。 

5.4.5 接口安装前，应在插口工作面和密封圈工作面清洁后涂抹润滑剂，润滑剂不应与密封圈

产生化学反应。 

5.4.6  安装时，安装工具、安装机械与管道接触的部位应垫衬柔性材料进行防护。安装过程应

沿管道轴线插入，以承口端面位于第一条插口线和第二条插口线之间为合格标准，并复查与其

相邻已安好的第一至第二个接口推入深度。 

5.4.7  柔性接口安装完成后，应采用探尺检测密封圈安装位置。当发现密封圈发生位移，应拔

出管道重新安装。 

5.4.8  安装机械式柔性接口时，应使插口与承口法兰压盖的轴线相重合；螺栓安装方向应一致，

宜用扭矩扳手均匀、对称地紧固。 

5.4.9  自锚接口的安装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安装技术要求进行。 

5.4.10  管道需要调整长短时，可用电切割锯对管道进行切割，并应对切割面进行倒角，防腐

处理做法参见 8.2.1条。倒角应磨圆防止安装时损坏密封圈。 

 
图 5.4.10插口倒角示意图 

表 5.4.10 插口倒角尺寸表 

公称直径 插口外径 DE X Y 公称直径 插口外径 DE X Y 

DN150 170 9 3 DN800 842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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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00 222 9 3 DN900 945 15 5 

DN250 274 9 3 DN1000 1048 15 5 

DN300 326 9 3 DN1100 1152 15 5 

DN350 378 9 3 DN1200 1255 15 5 

DN400 429 9 3 DN1400 1462 20 7 

DN450 480 9 3 DN1500 1565 20 7 

DN500 532 9 3 DN1600 1668 20 7 

DN600 635 9 3 DN1800 1875 23 8 

DN700 738 15 5     

5.4.11  为防接口合拢时已敷设管道轴线位置移动，需采取稳管措施。可在编织袋内灌满黄砂，

封口后压在已排设管道接口的顶部，具体数量视管径大小而异。管道结合后，应符合管道的高

程和轴线使其符合需求。 

5.4.12  管道安装作业中，必须确保沟槽排水畅通，严禁水泡沟槽。如发生位移、漂浮和接口

滑脱现象时应返工处理。 
 

5.5  顶管施工 

 

5.5.1  施工准备应包含下列内容： 

1 确认现场平面位置符合顶管设备安装空间要求，必要时考虑对井平面位置进行调整； 

2 施工通道宽度、净空符合设备运输和吊装的要求； 

3 确认架空管线、地下管线及其他建(构)筑物、障碍物等对井的施工及后续顶进施工均无

影响； 

4 核实顶管设备的尺寸确认顶管井的尺寸符合设备安装、始发及到达的要求。 

5 评估顶管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5.5.2  顶管机选择应根据管道穿越土层的物理力学特性、有无地下水、是否存在有毒气、地下

障碍物情况和需要保护的构建筑物等因素确定。 

5.5.3  顶管井施工时需有防排水措施。浇注底板时应预留集水坑，井周边应设置临时排水系统。 

5.5.4  顶管洞口完成后应按相关规定对加固体的强度、均匀性和防渗漏性能进行检测。 

5.5.5  穿墙方法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管道直径、管道埋置深度、地下水的压力、穿墙

的构造和临时封堵方法等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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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顶管施工中应合理配置管道内通风、供电、照明等装置。管内弃土运输方式应根据管道

内径、顶进长度和顶管机类型确定。 

5.5.7  顶管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护管道内部防腐层，确保管内防腐层质量完好。 

5.5.8  施工过程中应根据管径及顶力需要采取合适减阻措施，确保管道承受的顶推力符合设计

要求。当采用触变泥浆减阻时，在施工完成后应封堵注浆孔，封堵材料宜采用不锈钢。 

5.5.9  顶管施工中须对地面（道路）隆起及周围构筑物位移、倾斜情况进行监控，观测点应沿

顶管机前进轴线方向对称布置，施工中应对每次测量记录进行现场分析，指导后续顶进施工。

并应准确填写监控数据，形成完整的测量记录。 

  

5.6  附属构筑物施工 

 
5.6.1  施工中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避免管道主体结构与附属构筑物之间产生过大差异沉降，

而致使管道断裂、结构开裂、变形、破坏。 

5.6.2  钢筋混凝土检查井的预留管口宜采用低强度等级的砂浆砌筑封口抹平，球墨铸铁检查井

预留管口应按设计或生产厂家要求封堵。 

5.6.3  管道与检查井连接： 

1 无压球墨铸铁排水管与球墨铸铁检查井连接处附近宜采用砂石基础； 

2 无压球墨铸铁排水管与钢筋混凝土结构连接时，第一个柔性承插口距构筑物外墙不宜大

于 1m； 

3 砌体结构构筑物与管道的结合部位应采用混凝土结构，浇筑孔径应比连接件翼环外直

径大 200mm，且应将连接件一次浇固于墙内。 

5.6.4  构筑物的井底距承口或法兰盘下缘，及井壁与承口或法兰盘外缘应留有足够的安装作业

空间并满足设计要求。 

5.6.5  支墩施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支墩部位的管节、管件外防腐应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支墩施工； 

2 支墩水平受力后背应坐落在原状土上，后背原状土应确保支墩在管道试压及正常运营中

不产生位移。若支墩与原状土间有空隙，应采用与支墩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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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性试验 
 

6.1  水压试验 

 
6.1.1  有压管道铺设完成并经过检查合格后，应进行管道水压试验，试验前应做好水源引接、

排水的疏导方案。 

6.1.2  有压管道水压试验的管段长度不宜大于 1.0km。 

6.1.3  试验管段注满水后，宜在不大于工作压力条件下充分浸泡再进行水压试验，浸泡时间

宜不少于 24h。 

6.1.4  水压试验采用的设备、仪表规格及安装要求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50268的有关规

定。 

6.1.5  水压试验压力应按表 6.1.5选择确定； 

表 6.1.5有压管道水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及允许压力降 

工作压力 P(MPa) 试验压力(MPa) 允许压力降(MPa) 
≤0.5 2P 

0.03 
＞0.5 P+0.5 

6.1.6  水压试验合格的判定依据应为允许压力降值，试验分为预试验和主试验阶段，应按如下

程序进行： 

1预试验阶段：将管道内水压缓缓地升至试验压力并稳压 30min，期间如有压力下降可注

水补压，但不得高于试验压力；检查管道接口、配件等处有无漏水、损坏现象；有漏水、损坏

现象时应及时停止试压，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重新试压； 

2主试验阶段：停止注水补压，稳定 15min；当 15min后压力下降不超过允许压力降数值

（0.03MPa）时，将试验压力降至工作压力并保持恒压 30min，进行外观检查,若无漏水现象，

则水压试验合格。 

 

6.2  闭水试验 

 

6.2.1无压管道铺设完成并经过检查合格后，应采用闭水法进行严密性试验。 

6.2.2 试验管段应按井距分隔，长度不宜超过 5个连续井段，且带井试验。 

6.2.3 闭水试验时水头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当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不超过管顶内壁时，试验水头应以试验段上游管顶内壁加 2m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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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超过管顶内壁时，试验水头应以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加 2m计； 

3 当计算出的试验水头小于 10m，但已超过上游检查井井口时，试验水头应以上游检查井

井口高度为准。 

6.2.4  管道闭水试验实测渗水量应小于或等于按下式计算的允许渗水量。   = 0.0046                              (6.2.4) 

式中：Qs——允许渗水量（m³/(24h·km)） 

Di——管道内径(mm) 

6.2.5  管道闭水试验按本规程附录 J闭水法试验进行。 

 



33 
 

7  工程验收 
 

7.0.1  管道工程竣工后必须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7.0.2  管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必须在分项、分部、单位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7.0.3  对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单位工程，应由建设单位按规定组织验收。隐蔽工程及涉及重要

部位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明装管道、顶管等分部工程，应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组织验收。

施工、勘察、设计、监理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参加验收。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将有关设计、

施工及验收的的文件立卷归档。 

7.0.4  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正确。主要包括工程所用管材、管件和主要原材料等产品的质量

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按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复验的原材料检测报告等。 

7.0.5  工程验收除按本规程执行以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GB50268的有关规定。 

7.0.6  竣工验收时，应核实竣工验收资料，进行复验和外观检查，宜进行 CCTV检测，并出

具检测报告。管道的位置、高程、管材规格和整体外观等，应填写竣工验收记录。 

7.0.7  管道基础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受水浸泡； 

2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3进行地基处理时，压实度、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7.0.8  沟槽支护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支撑方式、支撑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2支护结构强度、刚度、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3横撑不得妨碍下管和稳定管； 

4支撑构件安装应牢固、安全可靠，位置正确； 

5支撑后，沟槽中心线每侧的净宽不应小于施工方案设计要求。  

7.0.9  沟槽回填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回填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2沟槽不得带水回填，回填应密实； 

3回填土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本规程规定。 

4回填应达到设计高程，表面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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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填时管道及附属构筑物无损伤、沉降、位移。 

7.0.10  验收隐蔽工程时应具备下列中间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资料： 

1管道及其附属构筑物的地基和基础验收记录； 

2管道穿越铁路、公路、河流等障碍物的工程情况； 

3管道回填土压实度的验收记录。 

7.0.11  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竣工资料编制目录 

2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施工许可证； 

3工程开工、停复工报告； 

4施工组织设计及其审批文件； 

5设计交底、工程技术会议纪要； 

6设计变更通知单及图纸、监理通知单及回复； 

7原材料质量检测、试验报告，材料、成品、构件质量保证书及出厂合格证； 

8施工测量记录； 

9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0分部分项、单位工程验收记录； 

11管道功能性试验记录； 

12工程质量事故报告、调查、处理意见； 

13竣工图、竣工验收报告单、竣工验收会议纪要； 

14管道 CCTV影像资料及检测报告； 

15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根据第 9章要求，提交相关管道信息化数据。 

7.0.12  竣工验收书应符合主管部门的规定，主管部门无规定时，参照本规程附录 K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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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及维修 
 

8.1  维护 

 
8.1.1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应保持良好的水力功能和结构状况，运行维护主要包括：巡视、养护、

污泥运输与处理处置、检查与评估、修补、封堵与废除、纳管管理。 

8.1.2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维护工作的安全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

术规程》CJJ6及其他有关规定。 

8.1.3  无压管道的正常运行水位不应高于设计水位。 

8.1.4  排水管道管理单位应建立管道运行、巡视、养护、维修以及突发事件的记录档案，并应

进行统计分析。 

8.1.5  排水管道的运行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

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8.2  维修 

 
8.2.1  管道在吊装、运输、敷设或抢修时，管道发生内外防腐层损伤时，应采取如下修补措施： 

1  水泥内衬破损时，将破损的内衬清除干净，采用与原有内衬相同的水泥、细砂与水泥

胶均匀搅拌成粘稠状配料，将配料修复破损区域，水泥干燥后打磨整平； 

2  终饰层破损时，将破损的终饰层清除干净，采用与原有终饰层相同的材料修复破损区

域，终饰层的厚度不得低于设计文件的要求； 

3  挠性材料（环氧、聚氨酯等）防腐层破损时，宜由供货厂家提供修复材料，并按厂家

提供的操作程序进行修复。 

8.2.2  管道在吊装、运输、堆放或敷设时，管道插口发生了变形，且变形的插口椭圆度超出了

3.2.10条规定的范围，应采用千斤顶校圆处理，处理后的插口椭圆度应符合 3.2.10条的规定。 

8.2.3  管道在吊装、运输、堆放或敷设时，管道插口发生了破损，应采取如下修补措施： 

1  在管道上标记切割线； 

2  采用切割机将破损的管段切除； 

3  切割后的插口尺寸应符合附录 D的规定； 

4  切割后的插口端打磨倒角，倒角应符合 5.4.10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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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倒角处的防腐处理采用 8.2.1条的规定。 

8.2.4  管线在水压试验或运行时，管道发生了渗漏，应采取如下修补措施： 

1  接头渗漏时，采用接头式哈夫节覆盖渗漏接头，止水处理； 

2  管体渗漏，且破损长度不超过哈夫节的密封长度时，采用直管式哈夫节覆盖破损处，

止水处理； 

3  管体渗漏，且破损长度超过哈夫节的密封长度时，将破损管段切除，采用两个承套和

相应长度的双插短管连接原有管道。 

8.2.5  管线破损，管线破损无法采用开挖的方法进行修补时，宜采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裂管施

工工艺代替原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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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化数据管理 
 

9.0.1  排水设施维护管理单位应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

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统筹开展管道的生产制造、设计、施工、竣工、管理养护等环节

的管道信息数据归集和管理。 

9.0.2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管材供应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汇总和整

理相应的管道信息数据，移交给排水设施维护管理单位。 

9.0.3  运行维护中，运行维护单位应记录维修工程信息、费用，管道破损或事故的原因、次数、

类型和具体位置等信息数据，宜上传至排水管网信息管理平台。 

9.0.4  排水管道工程的信息化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管道和设备信息数据，包括材质、管径、壁厚、长度等基本信息，采购信息，厂家生

产和质量检测信息，第三方检测信息等；  

2  设计信息数据，包括所在排水系统、输送介质、断面形式和检查井坐标，所在道路名

称，起点终点道路名称等位置信息，设计电子文件等； 

3  施工和验收信息数据，包括参建单位信息、施工方法信息、验收信息等； 

4  工程建设成本信息，包括产品、设备和原材料采购成本，以及施工、维修成本等； 

5  运行养护等其他信息。 

9.0.5  管道工程的信息化数据格式应与排水管网信息管理平台的要求保持一致。 

9.0.6  管道和设备在出厂时宜设置电子标签（二维码）或数字芯片，设置位置应便于现场读取。

电子标签（二维码）或数字芯片数据信息内容见本规程表 3.1.7。 

9.0.7  排水设施维护管理单位宜对管道工程收集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对该管道工程进行运

行趋势分析、预警分析、故障分析、寿命分析和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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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壁厚与压力计算方法 

 
A.0.1  压力分级管的壁厚计算方法如下： 

1最小壁厚 emin应按公式（A.0.1-1）进行计算，且不应小于 3mm。 

PFASFR
DEPFASF

e
m

min ×+2
××

=                       （A.0.1-1） 

式中： PFA——管的允许工作压力（MPa）； 

DE——管的外径（mm）； 

SF——安全系数，取 3； 

Rm——球墨铸铁最小抗拉强度（MPa），取 420MPa。 

2公称壁厚 enom应按公式（A.0.1-2）计算。 

( )DN..ee minnom 0010+31+=                   （A.0.1-2） 

A.0.2  壁厚分级管的壁厚计算方法如下： 

1  公称壁厚 enom应按公式（A.0.2-1）计算，且不应小于 6mm。 

( )DN..Kenom 0010+50=                     （A.0.2-1） 

式中： enom ——公称壁厚（mm）； 

DN ——公称直径（mm）； 

K ——壁厚级别系数，取……8、9、10…… 

2  最小壁厚 emin应符合下列规定： 

公称壁厚 enom为 6 mm时，最小壁厚为 4.7mm； 

公称壁厚 enom大于 6 mm时，最小壁厚 emin按公式（A.0.2-2）计算。 

)DN..(-ee nommin 0010+31=                  （A.0.2-2） 

式中： D——管的平均直径， mine-DED = ，（mm）； 

3  管的允许工作压力应按公式（A.0.2-3）进行计算。 

SFD
Re

PFA mmin

×
×2

=                       （A.0.2-3） 

A.0.3  管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应按公式（A.0.3）进行计算。 

PFA.PMA 21=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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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管件的公称壁厚 enom应符合《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的规定，

最小壁厚 emin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称壁厚 enom为 7mm时，最小壁厚为 4.7 mm； 

2  公称壁厚 enom大于 7mm时，最小壁厚 emin按公式（A.0.3-1）计算： 

)DN..(-ee nommin 0010+32=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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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壁厚选择 
 

B.0.1  压力分级管由 10倍的允许工作压力 PFA， (单位为 MPa)前面加上字母 C表示，压力

等级宜选择 C25级、C30级、C40级，也可选择 C20级、C50级、C64级、C100级。压力分

级管的公称壁厚 enom见表 B.0.1，其中标注阴影的数值为首选压力等级管的公称壁厚 enom，计

算方法见附录 A。 

          表 B.0.1  压力分级管的公称壁厚 enom                    单位：mm 

DN 
公称壁厚 enom 

C20 C25 C30 C40 C50 C64 C100 

150 — — — 4.5 4.5 5.3 7.4 

200 — — — 4.7 5.4 6.5 9.2 

250 — — — 5.5 6.4 7.8 11.1 

300 — — 5.1 6.2 7.4 8.9 12.9 

350 — 5.1 6.3* 7.1 8.4 10.2 14.8 

400 — 5.5 6.5 7.8 9.3 11.3 16.5 

450 — 6.1 6.9 8.6 10.3 12.6 18.4 

500 — 6.5 7.5 9.3 11.2 13.7 20.2 

600 — 7.6 8.7 10.9 13.1 16.1 23.8 

700 7.3 8.8* 9.9 12.4 15.0 18.5 27.5 

800 8.1 9.6 11.1 14.0 16.9 21.0 — 

900 8.9 10.6 12.3 15.5 18.8 23.4 — 

1000 9.8 11.6 13.4 17.1 20.7 — — 

1100 10.6 12.6 14.7 18.7 22.7 — — 

1200 11.4 13.6 15.8 20.2 — — — 

1400 13.1 15.7 18.2 — — — — 

1500 13.9 16.7 19.4 — — — — 

1600 14.8 17.7 20.6 — — — — 

1800 16.4 19.7 23.0 — — — — 

2000 18.1 21.8 25.4 — — — — 

2200 19.8 23.8 — — — — — 

2400 21.4 25.8 — — — — — 

2600 23.1 27.9 — — — — — 
*为了保证 C40与 C30以及 C30与 C25之间的平滑过渡，比计算值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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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壁厚分级管的壁厚级别宜选择 K8 级、K9 级、K10 级，壁厚分级管的公称壁厚 enom

见表 B.0.2，计算方法见附录 A。 

表 B.0.2   壁厚分级管的公称壁厚 enom                单位：mm 

DN 
公称壁厚 enom 

K7 K8 K9 K10 K11 K12 

150 6.0 6.0 6.0 6.5 7.2 7.8 

200 6.0 6.0 6.3 7.0 7.7 8.4 

250 6.0 6.0 6.8 7.5 8.3 9.0 

300 6.0 6.4 7.2 8.0 8.8 9.6 

350 6.0 6.8 7.7 8.5 9.4 10.2 

400 6.3 7.2 8.1 9.0 9.9 10.8 

450 6.7 7.6 8.6 9.5 10.5 11.4 

500 7.0 8.0 9.0 10.0 11.0 12.0 

600 7.7 8.8 9.9 11.0 12.1 13.2 

700 8.4 9.6 10.8 12.0 13.2 14.4 

800 9.1 10.4 11.7 13.0 14.3 15.6 

900 9.8 11.2 12.6 14.0 15.4 16.8 

1000 10.5 12.0 13.5 15.0 16.5 18.0 

1100 - 12.8 14.4 16.0 17.6 19.2 

1200 - 13.6 15.3 17.0 18.7 20.4 

1400 - 15.2 17.1 19.0 20.9 22.8 

1500 - 16.0 18.0 20.0 22.0 24.0 

1600 - 16.8 18.9 21.0 23.1 25.2 

1800 - 18.4 20.7 23.0 25.3 27.6 

2000 - 20.0 22.5 25.0 27.5 30.0 

2200 - 21.6 24.3 27.0 29.7 32.4 

2400 - 23.2 26.1 29.0 31.9 - 

2600 - 24.8 27.9 31.0 34.1 - 

2800 - 26.4 29.7 33.0 - - 

3000 - 28.0 31.5 3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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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尺寸参数 

 

C.0.1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尺寸参数应符合表 C.0.1的要求。 

表 C.0.1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尺寸及公差 

公称直径 
DN 

外径 DE 
（mm） 

护套外径 DJ 标准长度 Lu
 

（m） 公称值（mm） 公差（mm） 

DN250 274 344 ±5 1、2、3、4或 6 

DN300 326 399 ±5 1、2、3、4或 6 

DN350 378 450 ±5 1、2、3、4或 6 

DN400 429 502 ±5 1、2、3、4或 6 

DN450 480 553 ±5 1、2、3、4或 6 

DN500 532 618 ±5 1、2、3、4或 6 

DN600 635 728 ±5 1、2、3、4或 6 

DN700 738 853 ±10 1、2、3、4或 6 

DN800 842 959 ±10 1、2、3、4或 6 

DN900 945 1067 ±10 1、2、3、4或 6 

DN1000 1048 1173 ±10 1、2、3、4或 6 

DN1100 1152 1274 ±10 1、2、3、4、6或 8.15 

DN1200 1255 1400 ±10 1、2、3、4、6或 8.15 

DN1400 1462 1604 ±10 1、2、3、6或 8.15 

DN1500 1565 1714 ±10 1、2、3、6或 8.15 

DN1600 1668 1825 ±10 1、2、3、6或 8.15 

DN1800 1875 2047 ±10 1、2、3、6或 8.15 

DN2000 2082 2266 ±10 1、2、3、6或 8.15 

DN2200 2288 2486 ±15 1、2、3、6或 8.15 

DN2400 2495 2706 ±15 1、2、3、6或 8.15 

DN2600 2702 2926 ±15 1、2、3、6或 8.15 

注：可根据需要定制其他长度的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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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管道外径 DE的尺寸及公差 

 

D.0.1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及管件的外径 DE的尺寸及公差应符合表 D.0.1的要求。 

表 D.0.1  管道外径 DE的尺寸及公差                   单位：mm 

DN DE 
公差 

滑入式柔性接口 机械式柔性接口 自锚接口 

150 170 1 
-2.9 

1 
-3.0 

1 
-1.6 

200 222 1 
-3 

1 
-1.8 

250 274 1 
-3.1 

0.5 
-2.5 

300 326 1 
-3.3 

0.5 
-2.7 

350 378 1 
-3.4 

0.5 
-2.9 

400 429 1 
-3.5 

0.5 
-3.1 

450 480 1 
-3.6 

0.5 
-3.3 

500 532 1 
-3.8 

0.5 
-3.5 

600 635 1 
-4 

0.5 
-3.9 

700 738 1 
-4.2 

1 
-4.0 

1 
-3.8 

800 842 1 
-4.5 

1 
-4.2 

900 945 1 
-4.8 

1 
-4.6 

1000 1048 1 
-5 

1 
-5.0 

1 
-5.0 1100 1152 1 

-5.2 
1 

-5.2 

1200 1255 1 
-5.5 

1 
-5.5 

1400 1462 1 
-6.0 

1 
-6.0 

1 
-6.0 

1500 1565 

1600 1668 1 
-6.0 

1 
-6.5 

1800 1875 1 
-7.0 

2000 2082 1 
-7.0 1 

-7.5 

1 
-7.0 2200 2288 

2400 2495 
2600 2702 1 

-7.5 
1 

-7.5 2800 2908 
3000 3115 



44 
 

附录 E 球墨铸铁检查井 
E.0.1  直筒流槽式检查井示意图见图 E.0.1，规格尺寸见表 E.0.1。 

 
图 E.0.1  直筒流槽式检查井示意图 

1—井盖；2—支撑圈；3—档圈；4—井筒；5—井室；6—管件三通；7—路面；8—马鞍式管卡 
 

表 E.0.1 直筒流槽式检查井规格尺寸表 

井筒直径d 
井室D 
（mm） 

h 
（mm） 

h1  
（mm） 

Lu 
（mm） 

支管规格DN 

300 326 
340 230 195 100 

455 340 205 200 

400 429 
340 230 245 100 

455 340 255 200 

500 532 

340 230 295 100 

455 340 310 200 

570 450 320 300 

600 635 

340 230 345 100 

455 340 360 200 

570 450 37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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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38 

340 230 400 100 

455 340 410 200 

570 450 420 300 

670 550 430 400 

800 842 

340 230 445 100 

455 340 460 200 

570 450 470 300 

670 550 480 400 

 
E.0.2  收口流槽式检查井示意图见图 E.0.2，规格尺寸见表 E.0.2。 
 

 
 

图 E.0.2 收口流槽式检查井示意图 

1—井盖；2—支撑圈；3—档圈；4—井筒；5—井室；6—管件三通；7—路面；8—马鞍式管卡 
 

表 E.0.2 收口流槽式检查井规格尺寸表 

井室规

格DN 
井筒规

格d 
D 

（mm） 
h(非人孔) 
（mm） 

h(人孔) 
（mm） 

h1 
（mm） 

支管Lu
（mm） 

支 管 规 格

DN（mm） 

1000 

600 

1048 

855 

1800 

340 560 200 

700 
970 450 570 300 

1080 555 58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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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1185 660 590 500 

1280 760 600 600 

1200 

600 

1255 

1130 555 680 400 

700 
1235 660 690 500 

1340 760 700 600 

800 1445 870 710 700 

1400 

600 

1462 

1285 660 790 500 

700 1390 760 800 600 

800 
1505 875 810 700 

1610 980 820 800 

1600 

600 

1668 

1660 980 920 800 

700 1800 1100 930 900 

800 1900 1900 1200 945 1000 

 
E.0.3  直筒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见图 E.0.3，规格尺寸见表 E.0.3。 

 

图 E.0.3  直筒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 

1—井盖；2—支撑圈；3—档圈；4—井筒；5—井室；6—管件三通；7—路面；8—马鞍式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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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0.3 直筒沉泥式检查井规格尺寸表 

井筒直径d 井室D 
（mm） 

h 
（mm） 

h1  
（mm） 

Lu 
（mm） 支管规格DN 

600 635 

580 400 345 100 

695 400 360 200 

805 400 370 300 

700 738 

695 400 410 200 

810 400 420 300 

925 400 430 400 

800 842 

700 400 460 200 

815 400 470 300 

925 400 480 400 

 
E.0.4  收口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见图 E.0.4，规格尺寸见表 E.0.4。 

 

图 E.0.4 收口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 

1—井盖；2—支撑圈；3—档圈；4—井筒；5—井室；6—管件三通；7—路面；8—马鞍式管卡 
 

表 E.0.4 收口沉泥式检查井规格尺寸表 

井室规格

DN 
井筒规格d 

D 
（mm） 

h 
（mm） 

h1 
（mm） 

支管Lu
（mm） 

支管规格

D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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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600 

1048 

1145 400 560 200 

700 
1250 400 570 300 

1370 400 580 400 

800 
1580 500 590 500 

1680 500 600 600 

1200 

600 

1255 

1425 400 680 400 

700 
1630 500 690 500 

1740 500 700 600 

800 1840 500 710 700 

1400 

600 

1462 

1680 500 790 500 

700 1785 500 800 600 

800 
1895 500 810 700 

2000 500 820 800 

1600 

600 

1668 

2050 500 920 800 

700 2175 500 930 900 

800 2280 500 945 1000 

 
E.0.5  管件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见图 E.0.5-1和 E.0.5-2，规格尺寸见表 E.0.5。 

 

图 E.0.5-1 管件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a) 

1—检查井盖；2—支撑圈；3—档圈；4—井筒；5—井室；6—马鞍式管卡；7—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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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0.5-2  管件沉泥式检查井示意图(b)  

1—井盖；2—支撑圈；3—档圈；4—井筒；5—井室；6—马鞍式管卡；7—路面 
 

表 E.0.5 管件沉泥式检查井规格尺寸表 

主管规

格DN 
Lu 

(mm) 
J 

(mm) 
D 

(mm) 
H 

(mm) 
井筒

规格d 
Lu’(底) 
(mm) 

Lu（正）
(mm) 

1600 780 1275 1255 400 700 885 910 

1800 900 1380 1462 400 700 975 1010 

2000 1025 1490 1668 450 700 1055 1110 

2200 1125 1595 1875 500 700 1130 1210 

2400 1265 1705 2082 500 700 120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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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埋地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强度计算 
 

F.0.1  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      +        ） ≤                        （F.0.1） 

式中： ——设计内水压力作用下，管壁截面上的拉力设计值（N）；  ——在荷载组合作用下管壁截面上的最大弯矩设计值（N.m）；   ——管壁计算宽度（mm）；   ——计算壁厚（mm）,见附录 I中的公式 I.0.1-2。 

F.0.2  设计内水压力作用下管壁截面上的拉力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      ,                              （F.0.2） 

式中：γ ——可变作用分项系数，取 1.5；    , ——管道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MPa）；   ——管的计算半径，取计算直径的一半（mm）。 

F.0.3  在荷载组合作用下球墨铸铁排水管截面上的最大弯矩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F.0.3） 

式中： ——弯矩折减系数，取 0.7～1.0；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N/mm2）；     、   、   ——分别为管道自重、竖向土压力和管内水重作用下管壁截面的最大
弯矩系数；    、   ——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自重、管内水重分项系数，取 1.3； γ ,  ——竖向土压力分项系数，取 1.35；   ——可变作用组合系数，取 0.9；    ——地面车辆荷载和地面堆积荷载两者的大值；    ——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自重标准值（kN/m）；    ——球墨铸铁排水管内水重标准值（kN/m）；    ,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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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4  球墨铸铁排水管设计内水压力的标准值   ,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当   ≤0.5MPa时，   , =2   ； 
当   ≤0.5MPa时，   , =   +0.5。 

式中：   ——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工作压力标准值（MPa）。 
F.0.5  球墨铸铁排水管结构自重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0.001                               （F.0.5） 

式中：   ——球墨铸铁排水管的计算直径，按管壁中心计算（m）。 

F.0.6  球墨铸铁排水管内水重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 0.785  (  − 0.002 )                    （F.0.6） 

式中：  ——管道内水的重度，可按 10kN/m³计算。   ——管外壁直径（m）。 

F.0.7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1对开挖埋地的球墨铸铁排水管：    , =                               （F.0.7-1） 

式中：  ——管顶回填土的重度（kN/m³）；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m）。 

2对非开挖施工的球墨铸铁排水管：    , =                               （F.0.7-2）   =  1 +    45° + ∅                      （F.0.7-3） 

  =                                         （F.0.7-4） 

式中：   ——不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管顶上部土层压力传递至管顶处的影响宽度（m）；    ——管顶以上原状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和内摩擦系数的乘积，对一般土质系数可取   =0.19计算； ∅——管侧土的内摩擦角，如无试验数据时可取∅=30o计算。 

F.0.8  球墨铸铁排水管在各种荷载作用下，管截面上的最大弯矩系数可按表 F.0.8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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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8球墨铸铁排水管的最大弯矩系数 

项目 
土弧基础中心角 

20。 60。 90。 120。 150。 

弯矩系数 

管道自重    0.202 0.134 0.102 0.083 0.077 

管道水重    0.202 0.134 0.102 0.083 0.077 

竖向土压力    0.255 0.189 0.157 0.138 0.128 

F.0.9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应根据管侧回填土的土质、压实密度和基槽两侧原状土的土质，

综合评价确定，并可按下式计算：   ＝                             （F.0.9） 

式中：  ——管侧回填土在要求压实密度下的变形模量（MPa），应根据试验确定，无试验数

据时可按表 F.0.9-1确定；  ——与 Br（管中心处槽宽度）和 DE 的比值及 Ee与基槽两侧原状土变形模量 En的比值

有关的计算参数，按表 F.0.9-2确定。 

表 F.0.9-1管侧回填土和槽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MPa） 
                回填土压实系数% 

原状土标准贯入

锤击数 N63.5 

土的类别 

85 90 95 100 

4<N≤14 14<N≤24 24<N≤50 >50 

砾石、碎石 5 7 10 20 

砂石、砂夹石、细粒含砂量不大于 12% 3 5 7 14 

砂石、砂夹石、细粒含砂量大于 12% 1 3 5 10 

粘性土或粉土（  <50%） 

砂粒含量大于 25% 

1 3 5 10 

粘性土或粉土（  <50%） 

砂粒含量小于 25% 

- 1 3 7 

表 F.0.9-2计算参数  

             /     /   
1.5 2.0 2.5 3.0 4.0 5.0 

0.1 2.06 2.04 1.63 1.40 1.17 1.05 

0.2 2.50 1.83 1.52 1.34 1.1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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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80 1.35 1.35 1.24 1.11 1.03 

0.6 1.43 1.29 1.21 1.15 1.07 1.02 

0.8 1.18 1.13 1.09 1.07 1.03 1.01 

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5 0.73 0.78 0.82 0.93 0.93 0.98 

2.0 0.57 0.64 0.70 0.86 0.86 0.95 

2.5 0.47 0.54 0.61 0.81 0.81 0.93 

3.0 0.40 0.47 0.54 0.76 0.76 0.90 

4.0 0.30 0.37 0.44 0.69 0.69105 0.89 

5.0 0.25 0.30 0.37 0.43 0.61104 0.83 

F.0.10  地面车辆荷载可按下式计算： 

1  单个轮压产生的管顶处竖向压力标准值：  

 

（a）沿轮胎着地宽度的传递    （b）沿轮胎着地长度的传递图 

图 F.0.10-1  地面车辆单个轮压的传递分布    =      (   .  )(   .  )                （F.0.10-1） 

式中：   ——地面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单位面积上竖向压力标准值(kN/㎡)；    ——车辆的单个轮压压力标准值（kN）；   ——动力系数，按表 F.0.10-1采用；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长度（m）；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宽度（m）；  ——车行地面至管顶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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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10-1  动力系数   

地面至管顶的距离(m) ≤0.25 0.3 0.4 0.5 0.6 ≥0.7    1.3 1.25 1.2 1.15 1.05 1.0 

2  两个以上轮压产生的管顶竖向压力标准值： 

                    =        (   .  )(   ∑    .  )             （F.0.10-2） 

式中：  ——车轮总数量；   ——地面相邻两个轮压间的净距（m）。 

 

（a）沿轮胎着地宽度的传递      （b）沿轮胎着地长度的传递 

图 F.0.10-2  地面车辆两个以上轮压的传递分布 

3  地面车辆运行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应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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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强度计算 
 

G.0.1 明装管道结构计算时，管道之间的连接简化为铰接，计算宽度按管道支承点的中心距确

定。 

G.0.2 明装管道的支座应设置为马鞍形，马鞍角采取 90°~180°。鞍形支座的最小宽度可按下

式计算：   = √2                       （G.0.2-1） 
式中：  ——鞍形支座的最小宽度（mm）。 

G.0.3 明装管道管壁截面的管壁强度和最大组合折算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                           （G.0.3-1） 

                 σ =     +    −     + 3               （G.0.3-2） 

式中： σ——最大组合折算应力（N/mm2）；   ——支承处管壁截面的环向拉应力(N/mm2)；   ——支承处管壁截面的纵向应力(N/mm2)；  ——管壁截面的平均剪应力(N/mm2)。 

G.0.4 明装管道支承处，管壁由设计内水压力产生的环向拉应力及支承处环向弯曲应力，按下

列公式计算：   =        +                         （G.0.4-1）     =                             （G.0.4-2）    =                             （G.0.4-3） 
式中：     ——内水压力产生的环向拉应力(N/mm2)； 

          ——支承处管壁截面的环向拉应力(N/mm2)；   ——作用于鞍式支撑长度上管壁的环向弯矩（N.mm）； 

        ——马鞍形支承的管壁截面抵抗矩(N/mm)。 

G.0.5 马鞍式支承管道，其支撑处管壁环向最大弯矩可按下式计算：   =                             （G.0.5-1） 

式中：   ——支承宽度  的竖向反力（N）； 

        ——鞍式支撑处管壁的环向弯矩系数，按表 G.0.5-1采用； 



 

56 
 

        ——管道内半径(mm)。 

 

图 G.0.5-1 鞍式支承示意 

表 G.0.5-1 鞍式支承处管壁环向弯矩系数  
   支承半角  

管壁截面 
45 60 75 90 

A点 0.030 0.0185 0.0120 0.0065 

B点 -0.0335 -0.015 -0.0025 -0.0175 

C点 0.082 0.0535 0.031 0.0175 

G.0.6 在荷载作用下，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管壁截面的纵向应力是由竖向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弯

曲应力，当采用自锚管接口管时，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水平转弯处尚应包括管道方向改变在管

壁产生的纵向拉应力： 

             =       +                        （G.0.6-1）    =                                （G.0.6-2）     =                             （G.0.6-3）   =      (   −   )                  （G.0.6-4） 
式中：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验算截面的管壁纵向弯曲应力（N/mm2）；     ——自锚接口管道，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管壁产生的纵向拉应力（N/mm2）；   ——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在内水压力作用下产生的轴向力（N），  =       (1 −    )；   ——明装管道管壁截面面积（mm2）。 

G.0.7 在荷载组合作用下，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管壁截面的平均剪应力和最大剪应力可分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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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计算： 

1  管壁截面平均剪应力： 

                =                             （G.0.7-1） 

式中：  ——管壁截面平均剪应力（N/mm2）；  ——计算截面处的最大剪力(N)。 

2  管壁截面中和轴处最大剪应力： 

                =                               （G.0.7-2） 

式中：    ——管壁截面最大剪应力（N/mm2）；     ——计算截面处的最大剪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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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变形计算 
 

H.0.1  球墨铸铁排水管在组合作用下的变形，应按准永久组合作用计算，并应按下式计算其

变形量： 

                 ,   =        (   ,          )      .                        （H.0.1） 
式中：  ,   ——管道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mm）；    ——变形滞后效应系数，可取 1.00～1.50计算；   ——管道变形系数，应按管的敷设基础中心角确定；    ——管壁的单位长度截面惯性矩（mm4/mm）。 

表 H.0.1球墨铸铁排水管的变形系数 

项目 
土弧基础中心角 

20。 60。 90。 120。 150。 

管道变形系数   0.109 0.103 0.096 0.089 0.085 

G.0.2 明装球墨铸铁排水管道计算挠度不应超过管道正常使用的变形，且不应超过 /250 (  为
每节管道长度)。其挠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  ×          (      )                  （H.0.2） 

式中：  ——跨中饶度（mm）；  ——每延米荷载（N/m）；  ——管道计算跨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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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管的环刚度和最大允许变形率 

 

J.0.1  管的环刚度S应按照公式J.0.1-1和公式J.0.1-2计算，常用压力分级管的环刚度见表J.0.3。  =                                     （J.0.1-1）   =                                 （J.0.1-2） 
式中：S ——管的环刚度（MPa）；    ——管的弹性模量（MPa），E=170000MPa； 

DE ——管道外径（mm）；      ——管的公称壁厚（mm）；      ——管的最小壁厚（mm）；    ——管的计算壁厚（mm）。 

J.0.2  管的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   应按照公式C.0.2进行计算，而且水泥砂浆内衬的∆   
应不大于3%，挠性内衬（如环氧树脂内衬、聚氨酯内衬）的∆   应不大于4%，常用压力分

级管的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见表J.0.3。 ∆   = 100     (       )  ∙  ∙                     （J.0.2） 

式中：Rmax ——管的最大允许环向弯曲强度（MPa），Rmax = 500MPa；      ——管的公称壁厚（mm）； 

SF ——安全系数，取 1.5； 

DF ——变形附加系数，取 3.5。 

J.0.3  常用压力分级管（C25级、C30级、C40级）的环刚度S和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   应
按表J.0.3选取。 

J.0.3  水泥内衬常用压力分级管的环刚度和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 

DN 
C25级 C30级 C40级 

环刚度KN/
㎡ 

最大允许径

向变形率/% 
环刚度KN/
㎡ 

最大允许径

向变形率/% 
环刚度KN/
㎡ 

最大允许径

向变形率/% 

150 - - - - 162.6 2.5 

200 - - - - 84.2 3.0 

250 - - - - 75.3 3.0 

300 - - 32.6 3.0 67.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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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20.8 3.0 44.4 3.0 67.2 3.0 

400 18.6 3.0 33.7 3.0 63.3 3.0 

450 18.6 3.0 28.7 3.0 61.4 3.0 

500 17.1 3.0 28.1 3.0 58.5 3.0 

600 16.8 3.0 26.7 3.0 57.1 3.0 

700 17.3 3.0 25.8 3.0 54.7 3.0 

800 15.3 3.0 25.0 3.0 54.0 3.0 

900 14.8 3.0 24.4 3.0 52.5 3.0 

1000 14.5 3.0 23.4 3.0 52.3 3.0 

1100 14.2 3.0 23.7 3.0 52.1 3.0 

1200 13.9 3.0 22.9 3.0 51.0 3.0 

1400 13.8 3.0 22.5 3.0 - - 

1500 13.6 3.0 22.3 3.0 - - 

1600 13.5 3.0 22.2 3.0 - - 

1800 13.2 3.0 22.0 3.0 - - 

2000 13.2 3.0 21.8 3.0 - - 

2200 13.1 3.0 - - - - 

2400 12.9 3.0 - - - - 

2600 12.9 3.0 - - - - 

注：表中标注阴影的数值为首选压力等级管的公称壁厚。 
J.0.4  水泥内衬常用壁厚分级管（K8级、K9级、K10级）的环刚度 S和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   应按表 J.0.4的规定取值。 

J.0.4  水泥内衬常用壁厚分级管的环刚度和最大允许径向变形率 

DN 
K8级 K9级 K10级 

环刚度KN/
㎡ 

最大允许径

向变形率/% 
环刚度KN/
㎡ 

最大允许径

向变形率/% 
环刚度KN/
㎡ 

最大允许径

向变形率/% 

150 486.0  1.5  486.0  1.5  616.0  1.4  

200 213.3  2.0  238.8  1.9  344.4  1.7  

250 111.9  2.5  156.9  2.2  225.7  2.0  

300 75.6  2.8  113.8  2.5  163.2  2.2  

350 58.7  3.0  88.1  2.7  126.1  2.4  

400 48.0  3.0  72.0  2.9  102.9  2.6  

450 40.6  3.0  60.8  3.0  86.8  2.8  

500 35.1  3.0  52.4  3.0  74.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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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27.8  3.0  41.4  3.0  58.9  3.0  

700 23.2  3.0  34.5  3.0  49.1  3.0  

800 20.1  3.0  29.8  3.0  42.3  3.0  

900 17.9  3.0  26.5  3.0  37.6  3.0  

1000 16.2  3.0  24.0  3.0  34.0  3.0  

1100 14.9  3.0  22.1  3.0  31.3  3.0  

1200 13.9  3.0  20.6  3.0  29.1  3.0  

1400 12.4  3.0  18.3  3.0  25.9  3.0  

1500 11.8  3.0  17.5  3.0  24.7  3.0  

1600 11.4  3.0  16.7  3.0  23.6  3.0  

1800 10.6  3.0  15.6  3.0  22.0  3.0  

2000 10.0  3.0  14.7  3.0  20.7  3.0  

2200 9.5  3.0  14.0  3.0  19.7  3.0  

2400 9.1  3.0  13.4  3.0  18.9  3.0  

2600 8.8  3.0  12.9  3.0  18.2  3.0  

2800 8.5 3.0  12.5 3.0  17.6 3.0  

3000 8.3 3.0 12.2 3.0  17.1 3.0  

注：表中标注阴影的数值为首选壁厚分级管的公称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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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闭水法试验 

 

K.0.1闭水法试验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 试验管段灌满水后浸泡时间不应少于 24h； 

2 试验水头应按本规范第 6.2.3条的规定确定； 

3 当试验水头达规定水头时开始计时，观测管道的渗水量，直至观测结束时，应不断地向

试验管段内补水，保持试验水头恒定。渗水量的观测时间不得小于 30min； 

K.0.2  闭水试验应作记录，记录表格宜符合表 K.0.2的规定。 

表 K.0.2管道闭水试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桩号及 
地段 

 

管道内径 
(mm) 

管材种类 接口种类 
试验段长度 
（m） 

    

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m) 试验水头（m） 
允许渗水量 

（m³/(24h·km)） 

   

渗
水
量
测
定
记
录 

次 
数 

观测起始

时间 T1 
观测结束

时间 T2 
恒压时间 T
（min） 

恒压时间内

补入的水量

W（L） 

实测渗水量 q
（L/(min·m) 

1      

2      

3      

折合平均实测渗水量          （m³/(24h·km)） 

外观记录  

评  语  

施工单位：          试验负责人：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记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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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验收记录表及鉴定书 
L.0.1中间验收记录表应符合表 L.0.1表的要求： 

表 L.0.1  中间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内容  

质量情况及验收

意见 
 

参加 
单位 
人员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管理或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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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2中间验收记录表应符合表 L.0.2表的要求： 

表 L.0.2 竣工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内容  

复验质量情况  

鉴定结果及验收

意见 
 

参加 
单位 
人员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管理或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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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66 
 

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 

《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 

《球墨铸铁管外表面锌涂层第 1部分—带终饰层的金属锌涂层》GB/T 17456.1 

《球墨铸铁管外面表锌涂层第 2部分—带终饰层的富锌涂料涂层》GB/T 1756.2 

《现场安装聚乙烯套球墨铸铁管线》GB/T 36172 

《球墨铸铁管和管件—聚氨酯涂层》GB/T 24596 

《球墨铸铁管、管件及附件—环氧涂层（重防腐）》GB/T 34202 

《球墨铸铁管和管件——水泥砂浆内衬》GB/T 17457 

《球墨铸铁管和管件水泥砂浆内衬密封涂层》GB/T 32488 

《现场安装聚乙烯套球墨铸铁管线》GB/T 36172 

《球墨铸铁管线用自锚接口系统设计规定与型式试验》GB/T 36173 

《橡胶密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材料规范》GB/T21873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CECS142 

《顶管技术规程》 DBJ/T 15-106 

《给水排水工程顶管技术规程》CECS246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CECS14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YB/T 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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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规定本规程制定的宗旨和目的。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在广东排水行业中已展开应用，如广州市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 项目、珠海南湾大道（横琴大桥至红东互通段）改造工程雨污水管道、韶关市新白线(芙

蓉新城-曲江白土）道路工程雨污水管道等，取得良好的工程效益。很多工程选择采用球墨铸

铁排水管道替代传统排水管材，但广东地区尚未出台关于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有

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球墨铸铁排水管道道工程技术规程。 

1.0.2  规定本规程制定的适用范围。 

1.0.5  规定球墨铸铁排水管道道工程还应执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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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材管件、接口及附属构筑物 
 

3.1  一般规定 

 
3.1.1   《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 是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设计、施

工和验收环节中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也是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和检测的基本标准，也是判断产品

合格与否的重要依据。 

3.1.2  本规程规定了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所使用的产品的基本出厂要求。 

3.1.3  数字芯片或电子标签（二维码）包含的信息见表 3.1.7。 

3.1.5  明确球墨铸铁排水管道产品的表面质量要求。 

3.1.6  先给出壁厚，再根据前者相同的公式计算出压力。压力分级和壁厚分级仅是球墨铸铁

排水管的两种不同分级方法，两者没有孰优孰劣，结构设计可以根据工程内外荷载情况进行灵

活选用。 

3.1.7  为保障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的质量，确保工程购买的管道满足设计参数和要求，制

定本表，供货厂家应按照本表供应管材。 

 

3.2  管材 

 

3.2.1  本条规定的是球墨铸铁排水管离心浇注工艺生产的结构形式。管道工程也有双法兰管，

是将承插管的承口切除后，通过丝扣或焊接加装法兰制作而成。一边为法兰，另一边为承口或

插口的管，制作工艺也是同样的道理。 

3.2.7  离心球墨铸铁排水管在生产中要进行退火，使得管的延展性提高，硬度下降，是质量

控制指标之一。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切管，硬度低的管切管更容易。 

3.2.8  管、管件和检查井外防腐应根据环境土壤和地下水腐蚀性，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T 50046的有关规定，分为弱、中、强 3个腐蚀性等级；埋地管道

外防腐涂层弱腐蚀环境宜采用标准防腐，中腐蚀环境宜采用较强防腐，强腐蚀环境宜采用强

防腐。标准外防腐涂层是指管采用金属锌层（≥130g/㎡）与终饰层（≥70um）组成的双层涂

层，为了提高防腐效果，也可以将金属锌层喷锌量由 130g/㎡提高到 200g/㎡。 

3.2.10  管道插口变形在规定的变形范围内的，可利用千斤顶进行校圆处理；如管道插口变形

超过规定的变形范围，可切割变形损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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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口椭圆度应按下式计算： 

  =   −     +   × 100% （3.2.10） 

式中：δ ——椭圆度（%）； 

D1 ——管或管件横截面的最大直径（mm）； 

D2 ——管或管件横截面的最小直径（mm）。 

3.2.12  顶管专用球墨铸铁排水管道不宜每支都设置注浆孔，根据施工要求确定带有注浆孔管

的数量；注浆孔应按组设置，每组 2~3个，间隔 120°分布。 

 

3.3  接口 

 

3.3.3  密封圈是接口密封的关键材料，其外观质量，性能指标必须符合要求。 

 

3.4  球墨铸铁检查井 

 

3.4.1  为方便管道与检查井连接，宜采用与球墨铸铁排水管配套使用的成品球墨铸铁检查井。

井圈井盖宜采用球墨铸铁材质，当采用复合材料时，应保证足够的强度。井筒根据检查井设计

埋深，由球墨铸铁管切割而成。井座及井盖的规格、尺寸应与井室相配套，防坠落装置应采用

耐腐蚀性能好、安全性能高的材料制作而成。 

3.4.3  成品球墨铸铁检查井配套的井圈井盖常用的有可调式防沉降井盖、密封井盖和普通井

盖，设计时应注明井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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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设计应按照现行的标准规范进行。 

4.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

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20]1234号）要求污水管网优先采用球墨铸铁管。广东省广州市

（穗河长办[2020]36号）、珠海市（珠路函[2018]537号）也分别印发相关通知要求排水管网优

先采用球墨铸铁管。 

4.1.5  为保证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安全性和工程建设的经济性，管道的壁厚应根据埋深、地

质条件、防腐要求、运行压力等因素经结构计算确定。 

 

4.2  工艺设计 

 

4.2.2  计算公式与《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规定相一致。 

4.2.6  排水管道一般使用年限较长，改建困难，如仅根据当前需要设计，不考虑规划，在发

展过程中会造成被动和浪费。为减少扩建时废弃管道的数量，规定了设计流量，同时应按现状

水量复核最小流速，防止流速过小造成淤积。 

4.2.7  规定管顶最小覆土深度。车行道管顶最小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0.7m，主要考虑车行荷载

和道路路基机械压实以及管道的抗浮稳定因素的影响。不能执行规定时，应对管道采取加固措

施。 

4.2.8  本规程提出的球墨铸铁管道接口最大允许转角是指安装时允许的转角，安装的转角比

产品的最大允许转角减小了 0.5°，目的是为了抵御管道可能出现的后期沉降。根据接口密封试

验，即使转角比产品的最大允许转角再大一些，接口依然保持密封，所以球墨铸铁管柔性接口

密封效果是有保证的。 

在管道安装过程中进行接口偏转时，直接判断转角是很困难的，可以通过测量端部位移值，

再根据转角与端部位移的关系计算出实际转角就容易得多。 柔性接口与对应的端部位移见图

4.2.8和表 4.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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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滑入式柔性接口最大允许转角与对应的端部位移示意图 

θ—最大允许偏转角；Lu—管的标准长度；Dy—端部位移 

表 4.2.8-2  滑入式柔性接口最大允许转角与对应的端部位移表 

DN 最大允许偏转角 θ（°） 管的标准长度 Lu（m） 端部位移 
（mm） 

150～300 3.0 6 314 

350～600 2.0 6 210  

700～2600 1.0 6 105 

1100～2600 1.0 8.15 142 

4.2.9  球墨铸铁排水管道的标准长度通常为 6.0m，所以排水检查井的间距宜为 6的倍数并考

虑进入检查井的尺寸，在不影响检查井和支管连接时，检查井的平面位置可适当移动，尽量不

剪断管或少剪断管。 

4.2.10  根据管道维护检修和事故时维修时的关断需求设置检修阀门，两个检修阀门的间距不

宜大于 1000米。检修阀门应拆卸方便；考虑到排水管道中杂质多，检修阀门不宜采用蝶阀。 

4.2.11  管线竖向布置平缓、无隆起点时，宜间隔 1000m左右设一处通气设施；为考虑检修，

设置泄水阀井，泄水阀的直径可根据放空管道中所需要的时间计算确定。泄水湿井排水需排至

指定地方，避免污水造成次生灾害和二次污染。 

4.2.14  为防止检查井与球墨铸铁排水管道产生不均匀沉降，导致接口脱开或断裂；检查井与

管道连接通过预埋管件、成品管件与管道间采用柔性连接。 

4.2.15  排水管线敷设的土壤和地下水可能对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外壁产生腐蚀，排水管线输送

的污水或雨水，可能对管道的内壁产生腐蚀，应根据上述情况，针对性选择内、外防腐涂层。 

4.2.16  合流制排水管网和分流制污水管网输送介质中含有大量的油脂类腐蚀性物质，通常采

用耐油性、耐腐蚀性较好的丁腈密封圈；分流制雨水管网可采用丁苯密封圈（SBR）可降低管

线成本。 

明装管道接口安装完成后，再采用黑色热收缩膜包裹，可以有效阻止阳光对密封圈的影响。 

 

4.3  结构设计 

 

4.3.9  支墩的形式、间距和固定方式应通过计算确定。支墩应修建在坚固的地基上，应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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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墩在受力情况下，不致破坏管道接口，否则应采取地基加固措施。支墩宜采用强度等级不低

于 C20 的混凝土浇筑；采用砌筑结构时，水泥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10；腐蚀环境下支墩

及锚固件应采取相应的防腐蚀措施。支墩施工完毕且达到设计强度要求后，方可进行水压试验。 

管道转弯处、分叉处、管道端部堵头处，以及管径截面变化处，经计算在一定距离内可通过设

置自锚接口代替支墩。 

4.3.11  算例表明，对一定壁厚的某种管径，当覆土小于其允许覆土厚度时，球墨铸铁排水管

的强度及变形都满足规范要求。为此，为简化计算过程，当条件一定时，球墨铸铁排水管壁厚

的选择可通过查表快速选取。 

如假定管侧回填土的压实系数为 85%，当管侧回填土的综合变形模量为 1.13MPa 时，在

道路城-A荷载作用下，各管径不同壁厚的球墨铸铁排水管其管顶允许的覆土厚度如下表： 

公 称 直

径（mm） 

壁 厚

（mm） 

允许覆

土（m） 

公 称 直

径（mm） 

壁 厚

（mm） 

允许覆

土（m） 

公 称 直

径（mm） 

壁 厚

（mm） 

允许覆

土（m） 

300 
6.2 12.5 

800 
9.6 2.9 

1400 
15.7 2.4 

7.2 16.5 11.7 4.9 17.1 3.0 

400 
6.5 6.5 

900 
10.6 2.7 

1500 
16.7 2.3 

8.1 12.0 12.6 4.4 18.0 2.9 

500 
7.5 5.2 

1000 
11.6 2.6 

1600 
17.7 2.3 

9.0 8.7 13.5 4.0 18.9 2.7 

600 
8.7 4.8 

1100 
12.6 2.5 

1800 
19.7 2.2 

9.9 6.8 14.4 3.6 20.7 2.5 

700 
8.8 3.3 

1200 
13.6 2.4 

2000 
21.8 2.2 

10.8 5.7 15.3 3.4 22.5 2.4 

如假定管侧回填土的压实系数为 85%，当管侧回填土的综合变形模量分别为 3.39MPa时，

在道路城-A荷载作用下，各管径不同壁厚的球墨铸铁排水管其管顶允许的覆土厚度如下表： 

公 称 直

径（mm） 

壁 厚

（mm） 

允许覆

土（m） 

公 称 直

径（mm） 

壁 厚

（mm） 

允许覆

土（m） 

公 称 直

径（mm） 

壁 厚

（mm） 

允许覆

土（m） 

300 
6.2 14.5 

800 
9.6 4.5 

1400 
15.7 4.1 

7.2 18.0 11.7 6.5 17.1 4.7 

400 6.5 6.8 900 10.6 4.4 1500 16.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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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3.5 12.6 6.0 18.0 4.5 

500 
7.5 6.8 

1000 
11.6 4.3 

1600 
17.7 4.0 

9.0 10.3 13.5 5.6 18.9 4.4 

600 
8.7 6.4 

1100 
12.6 4.2 

1800 
19.7 3.9 

9.9 8.4 14.4 5.3 20.7 4.2 

700 
8.8 4.9 

1200 
13.6 4.2 

2000 
21.8 3.9 

10.8 7.3 15.3 5.0 22.5 4.1 

 

4.4 基础与地基处理 

 

4.4.2  要求施工时管道的土弧基础中心角大 30°（亦即施工角为 2α+30°），是考虑管底腋

角部位的回填压实有一定难度，在施工中将土弧中心角做大一些可提高管道受力的支承条件，

增加管道结构的安全度。 

4.4.4  球墨铸铁排水管定性为柔性管材，可不做水泥砂浆垫层和刚性基础，利用原状土通过

适当处理作为管道基础，即可满足管道的埋设要求。 

设置中粗砂基础或其他颗粒材料垫层基础，有利于管道底部形成一定强度的弧形基础，使管道

底部受力均匀。 

4.4.5  刚度差异较大的整体面积基础，其地基反力分布不均匀，因结构对地基变形有较高要

求，所以地基处理设计宜根据结构、基础和地基共同作用结果进行地基承载力和变形验算。 

4.4.7  本条规定在确定地基处理方法时应遵循的要求。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可供选择的处理

方法有很多种，初选方案时宜选择 2~3种方法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经济合理的方案，但现

场条件是否适用或能否达到设计要求，最终以现场实验或试验性施工的效果确定。 

4.4.11  当利用现有路基时，路基需同时满足管道对地基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4.4.12  附属构筑物与管道地基宜同步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以减小两者之间的不均匀沉降带

来的拉裂问题。 

 

4.5 沟槽开挖与回填 

 

4.5.1  沟槽支护形式应根据沟槽的土质、地下水位、开槽断面、荷载条件、施工方法、周围

环境、施工设备等因素进行确定。沟槽及支护方案的基本要求：根据地质条件放坡，必要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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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槽深超过 5m应进行论证。 

4.5.2  基坑支护的形式较多，各种结构形式都涉及强度、变形和稳定性的验算。支护结构内

力验算应满足强度及稳定性的要求，位移计算应满足基坑周边环境允许变形的要求。支护结构

整体稳定验算、软弱地层中的抗滑移、抗隆起、抗倾覆的验算，砂土地层的抗管涌验算等均应

满足结构自身施工过程和基坑周边环境安全的要求。 

4.5.3  周边环境指：周边建构筑物、电塔、桥墩、高压线缆、挡土墙、边坡等。 

4.5.4  本条文参照了 GB50268《给水排水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对管道沟槽回填土的常规

要求。按柔性管道的理论，承受外部荷载是按管、土共同作用进行设计，回填的质量和密实度

直接关系到管道的变形和对外部荷载的受力状态，因此必须严格控制。 

4.5.5  球墨铸铁排水管是按管土共同作用理论设计计算，必须严格按设计要求的回填土进行

沟槽回填。当设计未规定时可按本条表中沟槽各部位的最佳密实度及回填土土质的要求回填。 

 

4.6 顶管设计 

 

4.6.1  顶管工程场地的选择关系到管道的使用安全、施工难易和工程投资控制。顶管施工一

旦出现机器故障或其他意外，通常的做法是在地下进行处理，因此，有必要在地面预留一定的

施工操作空间。 

4.6.2  顶管在大部分土层都可以顺利进行，但在某些土层施工比较困难：对未经加固的标贯

击数很低的软土层，顶管机极容易“磕头”，很难调整姿势进行纠偏直至无法继续顶进施工；

对花岗岩球状风化强烈的土层（俗称的“孤石”很多、很发育的地层）和软硬交互的地层，顶

管的难度很大。如顶进方向需穿过软硬明显的界面上时，宜提前对较软土层进行硬化处理。硬

化处理可采用竖向硬化方式或水平向硬化方式。各地可根据当地工程实践判断不同土层对顶管

的适应性。 

4.6.5  工作井、接收井的结构形式根据管道埋深、地质条件、顶力要求、环境条件等因素确

定，可采用沉井、逆作井、地下连续墙、灌注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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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  装卸、运输与储存 

 

5.1.1  本条内容主要涉及人身安全、产品安全问题，当产品生产厂家提出更适合的运输、码

放、吊装要求时，施工单位应参照执行。 

由于球墨铸铁排水管不同于钢筋混凝土管材和其他的刚性管材，严格规定了管材的装卸、运输

和堆放、储存。 

 

5.2 施工准备 

 

5.2.8  沟槽基础应受到特别关注，一般需要验槽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管道基础施工是保障

管道施工质量的关键工序，必须认真施工。 

5.2.9  临水基坑受水流、波浪及潮汐等的影响，对基坑的荷载和施工工艺有较大的影响。如

搅拌桩、旋喷桩在动水条件下存在成桩质量较差的问题。 

5.2.10  “6个 100%”指：施工区域 100%标准围蔽，工地沙土、物料 100%覆盖，施工道路

100%硬化，施工作业 100%洒水降尘，出工地车辆 100%冲洗车身、车轮，长期裸土 100%覆盖

或绿化。 

 

5.3  土建施工 

 

5.3.1  本条规范强调工程变更工作的严肃性。当现场情况变化导致工程无法进行，或提出优

化设计方案时，应履行设计变更手续进行变更。 

5.3.2  地下工程有时实际情况与设计条件有较大出入，应通过监测动态调整结构构件、设计

工况，实现信息化施工。 

5.3.3  本条文是排水管道工程施工时为确保质量的常规做法。 

5.3.7  本条是考虑管道稳定，为避免外力干扰、沟槽意外进水及降雨造成的漂管。管口外露

便于观察管口渗漏情况。 

5.3.8  本条文参照了 GB50268《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对管道沟槽回填土的

常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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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球墨铸铁排水管为柔性管，当采用钢板桩支护沟槽时，在拔桩时必须将桩孔回填密实，

以保证管道两侧回填土具有要求的弹性模量。为此，国外资料指出，当不能保证钢板桩拔出后

桩孔回填的密实度时，应考虑是否拔出钢板桩的问题。 

 

5.4  安装 

 

5.4.2  安装过程中，承口朝向施工前进方向，插口沿管轴线对正承口可以有效保证接口的严

密性。如果施工中需要反向安装，需要制定相应施工方案。 

5.4.4  承口内有杂物时，将严重影响管道接口密封性。本条强调了接口清理工作的重要性。

安装时球墨铸铁排水管密封圈首先弯成不同等份，然后在承口内缓慢将密封圈入槽归位。可用

橡胶锤敲击密封圈，确保与承口工作面贴合到位。 

5.4.6  小口径管道可采用简易工具进行推入或拉入方法进行承插口安装，大口径管道可采用

机械推入等方法进行承插口安装。安装过程管口受力面应垫衬柔性缓冲材料，管口插入过程应

平稳进行，避免撞击管道。 

 

5.5  顶管施工 

 

5.5.2  顶管机的选择可参考下表： 

地层 
敞开式顶管机 平衡式顶管机 

机械式 挤压式 土压平衡 泥水平衡 气压平衡 

无地下

水 

胶结土层、强风化岩 ★★     

稳定土层 ★★     

松散土层 ★ ★    

有地下

水 

淤泥f  ＞30kPa  ★ ★★ ★ ★ 

粘性土含水量＞30%  ★★ ★★ ★ ★ 

粉性土含水量＜30%   ★ ★★ ★ 

粉性土   ★ ★★ ★ 

砂土 k＜10-4cm/s    ★★ ★★ 

砂土 k＜10-4~10-3c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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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砾 k＜10-3~10-2cm/s    ★ ★ 

含障碍物     ★ 

注：★★—首选机型；★—可选机型；空格—不宜采用 

5.5.4  洞口土体采取加固的主要目的是：①确保开洞门时土体具有一定的强度，防止土体坍

塌涌入井内；②确保开洞门时土体具有一定的抗渗透性，防止地下水通过土体涌入井内。顶管

洞口的加固效果应采用钻芯取样的方式进行检验，加固体的强度不宜小于 0.5MPa，并应检查

加固体的均匀性和防渗漏性能。 

5.5.7  不同的管径、不同的顶进施工工艺，顶管管道内的操作方法不同，施工过程对管道内

防腐层损坏的风险也不同。制定施工方案时，应制定保护管内防腐层的措施。 

 

5.6  附属构筑物施工 

 

5.6.1  附属构筑物指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球墨铸铁预制检查井、支墩

和支座。 

5.6.2  球墨铸铁检查井预留口封堵与钢筋混凝土检查井、砌筑检查井不同，应由球墨铸铁检

查井生产厂家提供封堵产品，确保牢固、密封、耐久。 

5.6.3  本条强调球墨铸铁无压排水管与构筑物结合部位容易产生不均匀沉降，该区域应做好

地基处理。 

5.6.4  本条强调管道井室内要留有足够的安装操作空间。 

5.6.5  本条规定了防止有压管道在试验压力、工作压力作用下产生位移的常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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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性试验 
 

6.1  水压试验 

 
6.1.1  水压试验使用的水源宜为河水或再生水，不得影响管道正常使用。 

 

6.2  闭水试验 

 

6.2.1  无压管道严密性试验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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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验收 
 

7.0.9  回填料检查数量，条件相同的回填材料，每铺筑 1000m³，应取样一次，每次取样至少

应做两组测试；回填材料条件变化或来源变化时，应分别取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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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及维修 
 

8.2  维修 

 

8.2.2  采用千斤顶校圆处理变形时，应当使用垫木保护水泥内衬，同时使用硬木进行调节长

度，操作示意图见图 8.2.2。 

 

1—垫木；2—硬木；3—千斤顶 
图 8.2.2 千斤顶校圆处理变形示意图 

8.2.4  采用哈夫节修补管道是推荐方式，其特点是，①管道的外径基本是定值，哈夫节内带

有橡胶垫片，可以与管道外径严丝合缝，从而保证密封效果；②可以在不断水的情况下操作，

节省操作时间和成本；③哈夫节具有刚度增加效果，保证长期使用。 

采用两个承套和双插短管连接原有管道是工程上常用的修补方法。双插短管可以从备用管

上切割得到，长度比原有切除管道长度短 0.1~0.3m即可。承套有两种接口型式：K型和 T型，

K型承套安装时不需要安装推力，推荐使用，T型承套需要安装推力，一般在 DN800以下使

用。安装图示见图 8.2.4。如果没有承套，使用柔性接头管件代替承套，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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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有管材；2—K型承套；3—双插短管 

图 8.2.4  切除管道修补图 

8.2.5  裂管法是用新的球墨铸铁排水管道替换即将报废的旧管道。牵引设备位于出口工作井，

各节组成的牵引杆沿着替换的旧管道内部，从出口工作井推至进口工作井，再通过牵引工装与

新的球墨铸铁排水管连接，新管的接口应为内自锚接口，牵引设备拉动牵引工装及新管前进，

旧管沿着管线胀裂，并在中间工作井内去除。见图 8.2.5。 

 

图 8.2.5  裂管法施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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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化数据管理 
 

9.0.1  本规程对新建、扩建及改建的室外球墨铸铁排水管道工程的数字化信息建设和管理做

出必要的规定，这也是不断健全排水管网信息管理平台的重要基础工作。管道工程在设计、招

投标、采购、施工和验收的各个阶段都应当及时收集、整理、更新数字化信息资料，并录入排

水管网信息管理平台。 

9.0.6  数字芯片（电子标签）的设置是本规程的科技亮点之一，也为排水管网的运行和养护

以及排水管网信息管理平台运维提供可靠的数据：一是，数字芯片（电子标签）保持的是管道

工程最原始最真实的信息，当信息管理平台运行发生错误或丢失时，可以通过数字芯片（电子

标签）的信息进行纠正或恢复；二是，当管道工程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质量事故时，通过数字芯

片（电子标签）进行检索后可以判断工程质量的原因是产品的原因还是施工质量的原因，为工

程索赔提供依据；三是，当产品或设备质量不合格时，可以追溯到厂家的生产和质量检测记录，

督促厂家质量水平的提高。四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数字芯片（电子标签）的生产和质量信

息应与厂家的记录保持一致，通过核实数字芯片（电子标签）内的信息和生产记录，可以发现

和避免不合格品以次充好。 

 


